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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大戏院
开台首演《春香传》

城市的灵魂是文化。

文化是抽象的。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而

言，它需要有载体，一般就是有文化的建筑。

二十世纪50年代，合肥集中性建设了一

批文教卫建筑，安徽博物馆、安徽大学、安徽

医学院、安徽图书馆等等。江淮大戏院是其

中一座，曾经闪耀一时。

作为合肥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江淮

大戏院自成立以来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在这里,许多名家登台，演绎

了多少悲欢离合；在这里，举行过省内各种重

大会议，发出了建设安徽的重要声音。

■ 周玉冰

1949年1月20日，合肥和平解放。

1952年，合肥，成了新安徽的新省会。

随着安纺等大型企业陆续上马，合肥人

口不断增加。主政安徽的曾希圣还从上海等

地要来人才支援安徽建设。

有人生活就有精神追求。新中国成立之

初，仅仅是当时的合肥剧场无法满足省会城

市的演出需求，尤其是高端的、名家的表演。

合肥，呼唤一座现代化的演出场所。

1953年1月，春天的气息率先在河畔的

柳条上弥漫。风，虽然带着寒意，但不凛冽。

喜讯传来：国家投资的安徽歌剧院正式开工

建设。

一时间，市民都在传要建好大好大的歌

剧院。百废待兴的年代，大项目引人注目。

为什么拟建歌剧院？这与当时歌剧的蓬

勃发展有关系。歌剧本是一门西方舞台表演

艺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和音乐来交代和表达

剧情的戏剧。二十世纪初，歌剧这种艺术体裁

传到中国。尤其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1945

年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由贺敬之、丁

毅执笔。它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风靡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952年，中央歌剧院成立，它是由在延

安组建的中央管弦乐团和鲁艺文工团基础上

组建而成的。

正是歌剧的社会影响，建设歌剧院成为

当时许多城市的决定。

安徽也争取到了国家投资建一座歌

剧院。

时代呼唤大舞台A

搭架子、砌砖块，房子一天天拔高。

1954年12月30日，剧场落成，历时整整两年。

12月初的一天，曾希圣带领黄岩、李世农、张恺

帆、李世焱等省领导以及省文化局的同志走进即将

彻底竣工的安徽歌剧院。面对这座气势宏伟、装修

考究的建筑，大家赞不绝口。

“还叫安徽歌剧院吗？”曾希圣问道。

众人愣住了，大家没想过这问题，立项时不就

是叫安徽歌剧院吗？

“歌剧不是我们安徽强项啊。”曾希圣说道，“我

们的黄梅戏不是人人传唱嘛！”

是啊，在这两年时间里，黄梅戏从安庆走向全

国，已经成为安徽重要的文化名片。

1954年9月，上海举办“华东戏曲汇演”，这是

戏剧界的盛会。黄梅戏在这次汇演中一飞冲天。

“倒七戏”也在蓬勃发展。

曾希圣看到了黄梅戏的未来，看到了安徽戏剧

的未来。他在想，眼前这气势不凡的建筑，将是安

徽戏剧的大舞台，是安徽重要会议的召开场所，是

安徽重要声音的传播之地。

大家对于这座不寻常建筑所有了新的认识。

最后决定被更名为“江淮大戏院”。

晚上，曾希圣的爱人余叔准备好笔墨，他写下

了“江淮大戏院”这五个大字。

当“江淮大戏院”的匾牌挂上后，原本鹤立鸡

群一般的建筑更是卓尔不凡，吸引着远近的人前

来观看。

它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外形上，顶部斗拱

飞檐，琉璃覆盖，气宇轩昂，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正面立柱门面饰以回纹浮雕图案，中西风格交融，宏

大壮观。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建筑的主体两侧有36级

台阶的外扶梯，形同两只有力的臂膀支持着主体

建筑。

阳光照耀下，门前宽大的五级台阶托基气势雄

伟。拾阶而上，让人感觉是一步步迈进艺术殿堂，

有一种愉悦和庄严神圣之感。

给大戏院设计内部装饰的是萧马，厦门人，早年

参加革命，1957年后由治淮委员会调到安徽省文联

工作。他的女儿严歌苓、儿子严歌平都是作家。萧

马有才华，不仅是文学好，对音乐、绘画也精通。早

年在上海读书时学过建筑，擅长油画和水彩。

萧马借鉴敦煌壁画藻井图案，把大戏院装扮得

富丽堂皇，夺人眼目。

落成时更名“江淮大戏院”B

如何养成读书习惯？著名的美学老人朱光潜对

此专门讨论过。他首先说：“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

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

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

兴趣。”注意，养成读书习惯，是从学问中寻找一种

“兴趣”。这样就不觉其为难，而使之成为人生进步

的阶梯和关节点。并且，“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

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随着年龄增长，人们跟着

积习走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早年未形成的良好习

惯，更加难以培育。到了一定年纪，想进入读书境

界，当然愈加困难。

一些人会说，我没有读书的习惯，一读就头疼或

犯困。针对此，朱光潜发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

或半点钟的工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

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

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你也许会说你很忙，朱

光潜说：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中国的孙中山，

为革命奔走席不暇暖，可他“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

书”“不读书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窜头乱

撞，终难成功”。

当然，读书也不是随便操起一本就有收获

的。我们读书时间少，更该有所选择。按朱光潜

的说法：“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

理，实在毫无价值。”“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

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别的事可以学时

髦，惟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那么，该读何种

书呢？朱光潜认为，一个图书馆，“其中真正能够

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

这十卷百卷的书”。具体而言：“你与其读千卷万

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

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

柏拉图的《理想国》。”

■ 杨建民 据《人民政协报》

连演40场，场场爆满C
严凤英在大戏院演出之前化妆 为庆祝江淮大戏院落成典礼，

严凤英主演朝鲜古典名剧《春香传》

1954年12月30日，辞旧迎新之际，大戏院迎

来落成之喜。

这一天，江淮大戏院举办了开台演出。严凤

英主演的朝鲜古典名剧《春香传》首次上演。

《春香传》最早产生于十四世纪高丽恭愍王时

代，历经数百年逐渐成熟，是朝鲜人民家喻户晓的一

部古典文学名著。它和中国《红楼梦》、日本《源氏物

语》作为亚洲三大古典巨著，被译成汉、英、法、俄、

德、日等十几种文字。

故事讲述的是朝鲜李朝中叶的故事。南原府

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李梦龙，互

生爱慕，私订终身。不久，其父调任，命梦龙随往，

但不许春香同行。李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

并相约中举后再来接她。3年后，新任使道卞学

道，艳羡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李

梦龙任巡按御史，得讯后急赴南原查办卞学道，与

春香团聚。

上海汇演结束后，严凤英在上海做扁桃体手

术，医生要她一百天不能唱戏。回来时，团里正在

排《春香传》，由王毓琴先排主角，让她休息。

严凤英哪里休息得下，黄梅戏深深融入她的生

命。三九寒天，她与大家一起排演。

“七点半的演出，她每天4点就到那里。”弟子

江明安回忆严凤英在江淮大戏院表演《春香传》的

情景，她进去就仔细化妆，妆好后坐在那，表情很

严肃。弟子们想惹她笑，她一点都不笑。其实，她

在思考表演的每个细节，她深深地融入了角色。

有了严凤英，有了江淮大戏院靓丽舞台，演出

怎能不轰动？从12月30日开始，连演40场，场场

爆满。不仅仅是严凤英、王少舫、张云风、王少梅

表演得惟妙惟肖，作曲时白林、王文治、方绍墀也

用了许多心思，演奏中加入“和声”和“复调”，而且

使用西洋乐器，使得黄梅戏音乐变得更有厚度。

数十年岁月里，江淮大戏院不仅成为展现安徽艺

术魅力的舞台，也吸引了全国著名的艺术家来到这

里。除接待本省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外，还接待过全国

各省、市及中央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以及国外70多个

艺术代表团与国家级的知名演员。梅兰芳、荀慧生、

童祥龄、常香玉、红线女、侯宝林等艺术大师，都曾在

这里留下自己的艺术形象。

■ 摘自《风华大观——江淮大戏院的历史回

眸》（黄山书社出版）

朱光潜说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