
! ! ! !在一座 !!岁的大戏院里，观众将看到什么？
中国大戏院给出的答案是：名剧名团名导

荟萃，精品力作精彩纷呈。
目前，演出季暨国际戏剧邀请展已邀请了

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
的十五部精彩剧目，共计 "#余场，演出季时间
从 $月一直持续到 %月中旬。
演出季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同名

小说改编的话剧《雪》、普利策戏剧奖获奖作品
《耻》、卡夫卡经典作品《变形记》以及世界排名
第一剧团———德国柏林邵宾纳剧团的《海达·高
布乐》，将跟上海观众见面。还有，多部阿维尼翁
戏剧节、爱丁堡艺术节的获奖作品，也将一一亮
相，其中多部剧目是亚洲首演或中国首秀。
此外，国内知名院团上海京剧团史依弘交

响乐京剧《霸王别姬》、王珮瑜的《搜孤救孤》；
田沁鑫导演的《狂飙》；王亚彬导演的舞剧《青
衣》，也都是用心打造的精品力作。
“届时，观众在观看演出之外，中国大戏院

还将围绕演出举办不少于 &#场衍生活动———
演后谈、演前导赏、艺术课堂、表演工作坊等衍
生活动，将依次登场，以飨厚爱中国大戏院的
广大观众。”夏锋说。

! ! ! ! !三年目标 !!!

演出不断新作频出

! ! ! ! !精品力作 !!!

名剧名团名导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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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我国仅存两座以“中国”命名的历史性
老剧场。一座在天津，建于1934年，84岁；另一
座，在上海，建于1930年，88岁。

牛庄路，上海国际大都市里一个很“乡土”的

路名，这条路上藏着88岁的中国大戏院。今天，
88岁的中国大戏院历经 6年改造后“时尚归
来”。人们关注：中国大戏院曾经怎样的光辉岁
月，未来又如何内外兼修擦亮上海文化品牌？

! ! ! ! !!!六年匠心 !!!

古典韵味时尚气质

牛庄路 '#(号，地处黄浦区环人民广场演艺
活力区，毗邻人民广场和南京路步行街。
曾经，中国大戏院是上海京剧“四大舞台”之

一。厉慧良、马连良、梅兰芳、孟小冬、李玉茹、周
信芳等众多京剧名家名角都在这里登台献艺，留
下了一段段戏史佳话，积淀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艺
术和城市记忆。
中国大戏院底蕴深厚，作为以“中国”命名的

历史性老剧场，含金量不言而喻。“目前，中国大
戏院隶属上海大光明文化集团，作为黄浦区‘一
个中心五个集群’建设的一个重要引擎，从修缮
改造一开始就得到了黄浦区的全力支持。”上海
大光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锋说，&#)&
年 *+月，黄浦区召开了中国大戏院修缮改造项
目专题会，明确这个项目为“环人民广场演艺活
力区”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

为了打造符合国际标准、国内一流、以综合
戏剧演出为主的专业剧场，上海大光明文化集团
特邀英国专业剧场设计公司 ,-./联手中方设
计团队联合设计，历经六年的匠心打磨，修旧如
旧，再度盛装启程。

尖塔、穹顶大莲花、三层观众厅……都是中

国大戏院的建筑特色。修旧如旧的老建筑还增添
了不少时尚元素。

今天，走进大戏院，可以看见，参照 *%0+年
代初建时的设计，恢复了三层观众厅的格局；根
据保护建筑要求，保留外立面及主体结构，按历
史原样恢复了外立面尖塔。同时，大戏院还要满
足现代剧场的使用要求，于是，调整台口结构线，
提升台塔高度，在舞台前方，新增了升降乐池。

大戏院的室内设计，采用了“风格性修复”。
正门大厅的大理石地坪上，镶嵌着半幅太阳花三
星图案，与建筑双塔正立面图案上下呼应，暗示
着“中国大戏院”前身作为“三星大舞台”的历史
文脉。在各楼层休息厅，天花造型也延续了历史
遗存的天花风格，营造着欧式古典的空间感。
最为美轮美奂的，当属剧场观众厅穹顶，中

心错落有致的两层共 0&瓣花瓣组成了一朵盛开
的莲花，在灯光的烘托下，高浮雕莲花纹光影透
叠，层次分明而又工整细腻，无处不彰显中国大
戏院的温婉大气。

改造后的中国大戏院，主体建筑面积达到
"0&+平方米，拥有梯次观众席三层，座位数 !'!

座，达到中等专业剧场规模。在这个剧场里，配备
了国际顶级的舞台灯光和音响设备，带给现场观
众的将是最一流的观演体验。
总归，到了中国大戏院，就知道，什么是古典

又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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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戏院! 绝非浪得虚名!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那

里名家荟萃!代表了中国戏剧当时

的最高水平" 当岁月远走!曾经灯

火辉煌的中国大戏院就成了城市

中心难得的&乡土记忆$%

今天!这个&乡土记忆$重新归

来!古典又时尚%城市要留存&乡土

记忆$!不是为了记忆而记忆!而是

为了在曾经的文化富庶地创造出

新繁荣!擦亮文化品牌再出发%

今天!正在成为全球卓越城市

的上海! 空前关注自己的文化品

牌!这为中国大戏院焕发生机创造

了最佳发展机遇期% &十三五$期

间! 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建设!

也为中国大戏院带来新机遇% 目

前!环人民广场区域正在全力打造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演艺活力区!承

载着推动上海 &亚洲演艺之都$建

设的历史使命!而大光明集团所属

剧场无一例外都在这一区域!这也

为中国大戏院演艺产业带来巨大

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非常期待!不久的将来!承载

了海派文化乡土记忆的中国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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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曾经的光辉岁月里，生旦净末丑，一代京昆名
角大家在中国大戏院竞相绽放梨园之美。岁月远走，
!!岁的中国大戏院如何定位？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独特的名称，优越的
地理位置，还有上海全力推进“四大品牌”建设的大
背景，都为中国大戏院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但作
为历史性老剧场，也有一定局限性，需要有所突破。
中国大戏院的定位和运营，既要考虑当前时代

背景下的文化新需求，又要充分发挥先天优势，与周
边剧场错位经营；既要考虑剧场修缮后技术参数的限
制，又要充分体现“中国”两字的分量，因此，初步将大
戏院定位为以综合戏剧演出为主的中型专业剧场。
“中国大戏院将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导，借助

外力，市场运作，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打造出属
于自己特色的剧场，与周边剧场形成错位竞争。”夏
锋说，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大戏院要做好几件事。
头一样，要做田沁鑫导演作品的上海首演地。中

国大戏院聘请国家话剧院首席导演田沁鑫为艺术总

监，通过她的社会影响力和艺术号召力整合资源，整
合大光明集团黄浦剧场和大光明演艺经纪公司自身
资源，逐步成为田沁鑫导演作品的上海首演地。
第二样，要做世界名团名剧的中国首演地。通过

艺术总监与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知名剧团、导
演的良好关系，将这些名团名剧引进中国大戏院，成
为其在中国的首演之地。
第三样，要做创新戏剧的展示基地。充分发挥大

戏院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文化积淀，引进创新戏曲演
出，薪火传承、推陈出新，打造创新戏曲的展示基地。
第四样，要做原创的戏剧孵化地和新人培训地。

充分发挥艺术总监的优势，大戏院参与投资和孵化
原创戏剧，支持民族文化发展，今年，已经签约投资
一部舞台剧。同时，大戏院与上海戏剧学院青年话剧
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大戏院成为上戏青话剧团的
实践基地，成为培养新人新作之地。
中国大戏院的目标是：通过 0年左右的时间，着

力打造一年三个演出季———“中国大戏院国际戏剧
邀请展”“中国大戏院新人新剧邀请展”“中国大戏院
创新戏曲邀请展”，使中国大戏院成为名团名剧的中
国首演地、新人新作的集聚地、创新戏剧的孵化地，
最终形成既有剧场演出，又有作品出品的特色剧场，
在演艺市场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一言以蔽之，为了上海打造成为“亚
洲演艺之都”的发展目标，为了建设“环
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中国大戏院将
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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