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王府井金街，有一座百年老戏院，如今化身为“空中戏院”，涅槃重生。不仅《龙凤呈祥》《牡丹亭》等经典戏曲作品在这里

上演着，古香古色的传统藻井彩绘，与前厅尽收故宫、景山、北海白塔的落地窗，展现着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这里，就是吉

祥大戏院。

历经28年重建，吉祥大戏院现已迎来重开大门一周年。一年来，百余场演出以及数十场活动接连举办，在收获老戏迷的同

时，年轻观众也占比可达半壁江山，证明了这座百年老戏院的新生，而这只是吉祥大戏院新阶段的起点。

一年百余场演出

步入吉祥大戏院，一袭白色轻

纱率先映入眼帘，背后隐约浮现出

京剧艺术家梅兰芳此前扮演的四个

经典角色，似乎在诉说着京剧大师

与吉祥大戏院的渊源，以及这座戏

院的百年历史。

原名为“吉祥园”的吉祥大戏

院，始建于1906年，是北京百年老字

号戏院之一，也是老北京城内第一

家戏院，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

慧生等京剧名家常在此登台，上演

一场又一场戏曲盛宴。

但在1993年，“咿———呀———”

的经典唱腔在吉祥大戏院消失了。

为配合王府井地区整体开发，当时

的吉祥戏院被拆除。这也引起众多

京剧大师、业界人士及戏迷的惋惜，

并纷纷呼吁重建戏院。最终，历经28

年重建之路，2021年7月，由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由北京

京剧院与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运营的吉祥大戏院在王府井银

泰in88大厦重新开门迎客。

“重新开业的吉祥大戏院由市

属院团北京京剧院与市属国有文化

企业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运营，从

恢复设立之初就创新探索‘场制合

一、场团合一’相结合的运营方式。”

据吉祥大戏院总经理段思明透露，

“场团合一”是国际通行的剧场运营

方式，作为吉祥大戏院的控股股东，

北京京剧院在此长期演出，同时北

方昆曲剧院也与戏院达成长期战略

合作，北京市属京昆两大院团的驻

场为戏院的文化内容供给奠定了基

础。与此同时，吉祥大戏院也不单单

是一个提供演出的场所，依托北京

京剧院、北京市演出公司的演出资

源和制作经验，未来戏院也会自己

制作原创剧目。

在开业的一年间，吉祥大戏院虽

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疫情的影响，中间

累计有4个月暂时停业，但重开一年

间，依然实现110余场演出在此上演，

包括《红鬃烈马》《龙凤呈祥》《四郎探

母》等经典京剧，《牡丹亭》《西厢记》

等戏迷喜爱的昆曲，河北梆子《金玲

记》《牙痕记》《王春娥》等其他戏曲作

品，都在舞台上一展风采。

基于经典戏曲演出，吉祥大戏

院由此打造特色演出品牌，包括“国

粹吉祥”京剧系列、“吉祥雅韵”昆曲

系列、“吉祥绽放”地方戏系列、“戏

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系列”“舞韵吉祥

国风舞蹈演出季”等已初具规模。

而在演出之外，吉祥大戏院也

围绕着戏曲及传统文化举办多种文

化体验活动，如“吉祥雅韵”昆曲文

化展（服饰展）、“梅韵兰质永留芳”

梅派艺术展（画展），为青少年戏曲

普及提供舞台的“吉祥艺术课堂”

等，累计达到30余场，从而达成文化

普及与商业开发的创新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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