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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戏院的新旧碰撞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演出时间：7月22日-24日

演出场馆：北京展览馆剧场

剧目简介：
该剧讲述了主人公王

守俭经历的金鱼池和回龙
观两段改造的故事。值得注
意的是，该剧由北京曲协主
席李伟建携手国家一级导
演李伯男倾力打造，并由人
们熟知的相声演员于谦领衔主演，同时闫学晶、邵峰、李
玉梅、武宾、艾莉等演员也在该剧担任主演。

相声剧《依然美丽》

演出时间：7月23日-24日

演出场馆：国家大剧院

剧目简介：
该剧以大庆油田石油

工人王进喜为原型编导创
作，通过王进喜一生的几个
重要时间节点和事件串联
整部舞剧的感情线，同时经
由王进喜的家人、 工友、领
导及当代的大庆人、孩子、年轻人等多个角度挖掘王进
喜身上的闪光点，从当代人的视角解读“铁人精神”。

舞剧《铁人》

演出时间：7月23日-25日

演出场馆：世纪剧院

剧目简介：
云顶天宫归来，一本日

记引导着吴邪踏上一片全
新的冒险征程，那就是西王
母古城的所在地———蛇沼
鬼城。诡秘的录像带、让人
毛骨悚然的禁婆、令人胆寒
的异蛇逐一登场，吴邪、胖子、张起灵三人组成的“铁三
角”，将由此揭开蛇沼鬼城的秘密。

话剧《盗墓笔记IV：蛇沼鬼城》

演出时间：7月24日-25日

演出场馆：鱼与剧场

剧目简介：
以古典音乐各时期经

典作品为主线，把古典音乐
和音乐家的历史故事结合
起来，引领大小朋友们在不
知不觉中走近古典音乐，进
而爱上古典音乐。在欣赏美
妙音乐的同时，也是欢乐学习的音乐现场，每个孩子及
家长都将拥有一个享受的时光。

亲子音乐会《精灵小提琴》

演出时间：7月25日

演出场馆：梅兰芳大剧院

剧目简介：
少女柳金婵随父母元

宵节观灯，与未婚表兄颜查
散相互爱慕。灯会上人流涌
动，柳金婵被屠户李保害死
于喜鹊桥边。颜查散恰巧经
过，遂被捕，知县判颜查散
绞死。阴司大判张洪包庇罪犯外甥李保，擅自改写生死
簿。包拯发现此案疑点，亲下阴曹，查生死簿……

京剧《铡判官》

演出时间：7月22日-25日

演出场馆：大麦·超剧场

剧目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威廉·莎

士比亚生平传记的原创戏
剧，故事由在剧场的工作者
们代入， 讲述了小威廉5岁
时误入斯特拉福市政厅的
舞台，与戏剧结缘；青年时
独自在伦敦闯荡，开始书写属于自己不凡的传奇，再到
晚年失意，回归斯特拉福老家直到去世……

图片来源：剧目宣传海报截图

话剧《威廉与我》

·演出资讯·

历经一年的装修改造以及近3
个月的筹备等待， 吉祥戏院如今终

于正式开门迎客。现阶段，吉祥戏院
的日常演出已按部就班地开演，仅

在7月17日-25日， 便有6台剧目上
演，不乏《凤还巢》《红娘》等经典作

品。值得注意的是，重装开业的吉祥
戏院在多个方面均上演着新旧碰
撞， 并在上演经典京剧作品， 推出

“原声剧场”再现早年京剧演员“肉
嗓”唱戏的同时，也在戏院内开辟咖

啡厅、下午茶等，同时后续还将有更
多活动相继展开， 让吉祥戏院有了

新的面貌。

重新开门迎客

经过2020年5月启动装修改造工程到2021年4

月工程竣工，再到2021年5月试运营，经过一系列

的建设与调整，具有百年历史的吉祥戏院终于在7

月9日正式打开大门，在与人们阔别28年后，重新亮

相，开门迎客。

对于吉祥戏院的名字，北京城中老一辈人对其

较为熟知。作为北京内城的第一家戏院，吉祥戏院

原名“吉祥茶园”，坐落于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4

号，始建于清光绪年间（1906-1908年），由清大公

主府（慈禧的干女儿荣寿和硕公主府）总管王德祥

出资兴建，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且在历史中，吉祥

戏院不仅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生前重要的舞

台之一，同时谭鑫培、杨小楼、金少山、谭富英、马连

良、姜妙香等众多名家也都曾来到吉祥戏院登台献

艺，使得吉祥戏院成为北京知名的戏院之一。

然而，在1993年，由于王府井地区启动拆迁和

改造工程，吉祥戏院也被纳入到拆迁范围，从而消

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鉴于吉祥戏院本身存在的文

化价值及历史价值，自拆迁工程公布以来，众多老

艺术家便呼吁留住这家百年戏院，保护这份丰厚的

历史文化内涵。且据公开资料显示，此前签订的拆

迁协议曾规定，吉祥戏院将与新东安市场同步建

设、同步落成使用，但当新东安市场于1998年开业

时，吉祥戏院的身影却并未能重现，令这家百年戏

院的命运牵动着各方的心。

在各方的翘首以盼之下，恢复吉祥戏院被列入

了《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人文北京发展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中。据《规划》显示，“十二五”时

期是人文北京建设全面推开、不断深化的关键时

期，要建设一批重点文化设施，除了推进中国杂技

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北京市曲剧团

等市级重点文艺院团实施专业性文艺演出场所新

建改造工程外，还要恢复中和戏院、广和剧场、吉祥

戏院和西单剧场等老字号演出场所的功能。

此后，吉祥戏院的重建便逐渐有了更多的声

音，尤其是自2020年正式启动装修改造工程以来，

吉祥戏院距离重新与人们见面的时刻越来越近，并

在7月9日，终于迎来重张的时刻。

在开业当晚的庆典演出中，众多名家纷纷来到

吉祥戏院登台表演。“京胡圣手”燕守平与多位中、青

年琴师共同演奏京胡名曲《迎春》；北京京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程派青衣郭玮则带来了《春闺梦》选段；此

外，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荀派传人常秋月带来

了《红娘》选段；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奚派老生

张建峰和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梅派青衣张馨

月带来了《坐宫》选段……一场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

让此前沉寂了28年的吉祥戏院愈发热闹。

部分档位门票售罄

据吉祥戏院微信公众号显示，现阶段多场剧目

已被列上演出计划表，其中不乏经典剧目。以7月17

日-25日的演出信息为例，包括《凤还巢》《钓金龟》

《白门楼》《红娘》《玉堂春》《大保国 探皇陵二进宫》

在内的作品，均按部就班地登上舞台。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已有相关演出实现

部分价位的门票售罄。据大麦网上的数据显示，截

至发稿时，计划于7月23日-25日上演的《红娘》《玉

楼春》与《大保国 探皇陵 二进宫》三部京剧作品，

180元票档的门票均已显示为缺货登记的状态。

毋庸置疑，吉祥戏院的重张引起不少市民的关

注，不仅众多戏迷纷纷想要来到现场欣赏高质量的

京剧演出，还有不少市民也对吉祥戏院产生浓厚的

兴趣。市民闫女士表示，自己虽然平常不会特意去

观看京剧演出，但对吉祥戏院的历史底蕴较为好

奇，想看看这家具有百年历史的戏楼重新改造后会

是什么样子，因此准备与家人找时间一起去看一场

京剧演出，亲身体验一番。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市民与戏迷能够更好地

观看演出，重建的吉祥戏院在剧场设计上也进行诸

多谋划，首先不可不提的便是极具特色的原声剧场。

在该剧场内，基于内部声学设计和声光设备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准，使得能够实现较好的收声和音响效

果，令演员可以不带麦克风便进行原声演出，让观众

们真正欣赏到“肉嗓”所演绎的经典戏曲作品。且该

剧场还设计了伸缩座椅等多功能设施，令场地空间

灵活多变，为举办多种类型的演出创造了条件。

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表示，在过去，戏园子

里都没有麦克风等电子设备，所有的戏曲演员们均

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嗓子来为场下的观众带来戏

曲作品，随着后续技术进一步发展，麦克风等电子

设备逐渐加入到演出环节中。但此次通过原声剧场

的设计，实现演员们“肉嗓”进行原声演出，想必能

吸引并带动不少观众来到现场，亲身体验更为震撼

的表演。

融入新潮元素

在很多人看来，百年老戏院重新打开大门，一

方面确实实现了历史文化的传承，但另一方面如何

才能与当下的时代对接也是关键所在。对此，吉祥

戏院也进行了诸多布局。

据吉祥戏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信息显示，走进戏

院后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极具现代感的金

属影壁和纱质屏风，上面镂空雕刻着“吉祥大戏院”

五个大字。在纱质屏风的夹层，还藏着曾经梨园的

身姿和锦绣———那是梅兰芳经典舞台形象剪影。而

走进剧场，室内有大量的装饰彩绘，传统“旋子彩

绘”上增加了大量“万字不到头”图案。且为了符合

公共场所严格的消防规定，并尽可能地为结构减

重，在此次改建中，吉祥戏院大量使用了新型建筑

材料，既替代了传统的木质构件，又呈现出传统建

筑的古朴质感。

除此以外，剧场外有配置了LED大屏的活动空

间，而在戏院大厅西侧还有咖啡休闲区，观众可在

这里享受下午茶，并透过落地玻璃窗，欣赏王府井

繁华的街景、远处故宫的飞檐和北海的白塔。

这样一番将现代与历史融汇的设计，成为吉祥

戏院的吸睛之处。而实际上，吉祥戏院在历史中便一

直融入不少当时的新鲜元素，是新潮戏园子的代表。

公开资料显示，历史中吉祥茶园的建筑为砖木

结构，分上下两层，其中楼下为池座，前面条桌板凳

面向舞台，后面则是茶桌，一张桌有6把椅子；而在

楼上，则是包厢，后排散座。而与人们传统印象中戏

院只有戏曲作品演出不同，据吉祥戏院相关负责人

透露，过去老吉祥戏院的营业执照上就已包括了咖

啡、茶等经营项目，同时还能放电影。

“吉祥戏院的根基在于多年积淀而来的文化价

值与历史底蕴以及持续上演的精品剧目，而让吉祥

戏院走得更长久，也需要后期持续根据社会及市场

环境，让戏院能够满足多种需求。”在黎新宇看来，此

次吉祥戏院的重张以及后续运营，若打造出新的品

牌，既可以为自身增强影响力，也能为更多老戏院的

发展提供建设意见，以便于更好地持续性发展。

打造新地标

现阶段，打造“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正成为

北京市深化市属文艺院团改革、推进文艺设施建设

的方向之一。

据公开报道显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7月19日

曾到东城区、西城区调研文艺设施建设，并主持召

开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专题会。在现

场，蔡奇指出，要加强与文化团体合作，推出更多面

向大众的文艺演出，为市民群众提供多元文化服

务，并针对吉祥戏院的装修改造、舞台设计、改革运

营等情况，提出要立足“小而精、雅而美”的定位，提

高运营水平，把京剧这一国粹传承好，为王府井商

业街区嵌入更多文化元素。

吉祥戏院董事长富博洋曾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吉祥戏院筹划着结合当下潮流打造

多个吉祥品牌板块。“比如吉祥戏剧板块，以京剧为

主，其他地方戏剧为辅，涵盖多种舞台艺术门类；吉

祥影视板块，将与各大影视公司和播放平台进行合

作，推出与戏曲相关具有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或综艺

节目；吉祥音乐板块，在短视频平台上推出中国风

戏曲音乐；吉祥游戏板块，运用京剧类人物参与游

戏设计等。”

此外，吉祥戏院方面也公开透露，目前自身正

在建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将传统文化赋

予现代化表达，吸引年轻受众，培养戏院成为网红

打卡新型文旅地标，从而让老字号文化品牌焕发新

生，进而实现戏院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戏曲领域的从业者们均在通过多种方

式以获得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如在演出过程中加入

多媒体、VR等相关技术，提升演出沉浸感，还有的

则在剧目创作中推出现代京剧作品，来引发年轻受

众的共鸣，此外，从业者们还运用互联网或进入学

校、景区、企业等进行巡演，扩大对接受众的渠道。

剧评人蒋颖认为，无论是对于传统戏曲还是

老戏院，如何拉近与年轻受众的距离均至关重要，

“年轻受众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一段时间的

发展情况，毕竟今后将由一代代年轻受众推进社

会及市场的发展，所以在保证不损害自身特色与

价值的基础上，根据年轻受众的特性灵活运用多

种手段增加吸引力，能够让老戏院获得更多的生命

力与发展动力”。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图片来源：吉祥戏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