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洋大戏院封顶，10月底竣工
舞台升高到17米，座位增加到700个左右

本报5月13日讯(记者 赵丽)
13日，北洋大戏院恢复修缮工程屋
面工程完成，整体封顶，此后将开展
室内精装、舞美、空调、强弱电、给排
水等工程，计划在10月底竣工。

北洋大戏院位于济南市经二纬三
路通惠街1号，始建于1905年，占地面
积1805平方米，是济南市最早的戏剧
演出场所，也是山东省历史最悠久且
至今仍在使用的专业戏剧演出场所。

北洋大戏院曾先后进行过三次
不同规模的维修和改造，目前有座席
仅400余个，由于舞台场地受限而无
法承接小型以上演出。这次启动的恢
复修缮工程，将使戏院得到整修扩
容，十艺节时，这里将成为城区内一
处重要的演出场所。

据负责此次维修工程的齐鲁园林
古建筑工程公司副总经理王志良介
绍，目前北洋大戏院的建筑分为三部
分：一部分是1953年建造的剧场区域，
一部分是1971年改造的老办公区域，
还有一部分是2001年扩充的在原天井
部位新建的三层小楼办公区域。这次
修缮工程自去年12月启动，今年5月13
日，屋面施工已经完成，原来的木建筑
改成了钢网架结构。

北洋大戏院经理白晶琦告诉记者，
作为一座百年戏院，北洋大戏院是济南
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在戏曲演出界
有较高的知名度。这次修缮要再现百年
戏院的风采，保留民族古典风格。

记者看到，大戏院正门屋顶采用
了庑殿顶，上面覆盖着绿色的琉璃

瓦，非常漂亮。“外观不改变，正门、琉
璃瓦、彩绘等按原样修缮。”王志良告
诉记者，这次整修本着“修旧如旧”的
原则进行，使用的新琉璃瓦是专门到
曲阜、北京采购的。

王志良说，这次恢复修缮从档案
馆取得了戏院1953年改建时的施工
图，按照原图修缮。修缮后，观众厅恢
复成那时的两层观众厅，座位由400多
个增加到700个左右。舞台顶部由原来
的12米提高到17米，而音响、舞台、灯
光、空调等设备也进行了更换，以便改
造后能适应现代院团的演出要求。

此前，北洋大戏院一楼曾改成招
待所，而这次修缮完成后，一层将由观
众厅、观众休息厅、贵宾接待室、服装
间、灯光音响控制室等部分组成。

五月份每个周末
老电影展播供市民消夏

本报5月13日讯(记者
王光营) 炎热的夏夜，在灯
火闪耀的五龙潭南门广场，
周末外出纳凉的市民饶有兴
致地观看老电影。怀旧老电
影展播是趵突泉公园“泉城
市民园林文化月”期间的一
项重要内容，整个五月份的
周末，公园将精选十余部老
电影供泉城市民消夏。

“就这么席地而坐，真有
小时候看电影的感觉。”11日
晚，在五龙潭南门广场上，一
张硕大的银幕张挂起来，两
台老式的电影放映机在繁忙
地工作着，不时发出“吱吱嘎
嘎”的声音。广场南侧的四五
级台阶上坐满了市民，在一
片欢笑中等待老电影《智取
华山》的开场。

老电影爱好者放映队的
成员李健告诉记者，他以前
曾在公安系统某电影放映队
工作，随着露天电影的“粉

丝”越来越少，这种上世纪很
火的电影放映形式逐渐淡出
市民的生活。

“园林部门举办了‘泉城
市民文化节’，才得以让这些
老电影重新与市民见面。”李
健表示，老电影爱好者放映
队的成员都是自发组织起来
的，用的机器和胶片都是上
世纪留下来的“原装货”。为
能让市民体味到当年的感
觉，放映队成员还专门仿制
了八路军服装，购置了两辆
三轮摩托车。

不少中老年人表示，“又
找到了小时候看电影的感
觉。”

在“泉城市民园林文化
月”期间，作为趵突泉公园文
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每
个周末，公园就邀请老电影
放映队前来放映老电影，给
泉城市民消夏夜生活带来不
一样的感觉。

原“济啤大院”
将变身文化创意园

本报5月13日讯(记者
李岩侠) 自2009年鲁商集
团将济啤集团的啤酒产业

“转嫁”给青啤之后，堤口路
上那块上百亩的原济啤厂区
大院将要做什么一直是大家
关心的话题。日前，记者从鲁
商朝能福瑞达公司举行的发
布会上获悉，这个有着半个
多世纪历史的老工业厂院将
变脸成集吃喝玩乐及文化创
意于一体的D17文化创意产
业园。

据悉，该项目已被确定
为山东省99个文化产业项目
之一，计划总投资3 . 5亿元。
现一期规划已完成，部分餐
饮娱乐项目已开始运营。

位于堤口路17号的济南
啤酒集团办公和生产区南邻
济南火车站，北接济南长途
汽车站，占地面积100亩，这
块当年的老济南工业基地已
属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黄金
地块。2009年，鲁商集团将趵
突泉啤酒“转嫁”青啤之后，
许多人猜测，鲁商会不会把
此地用于房地产开发。

11日，记者获悉，原济啤
集团上百亩园区不久将变身
为一个全新的“D17文化创意
产业园”。

11日，记者在原济啤集团
大院看到，到目前为止，整个
场院尚无太大变化，但是，冲
着集团大门口的部分原生产
车间已改头换面，变成了“古
堡大酒店”和金海岸大舞台。

山东朝能福瑞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雷告诉
记者，啤酒文化主题的吃喝

玩乐只是之前公司对这个场
院的规划，现在规划升级了，
餐饮娱乐和纯粮饮料生产只
是园区的一小部分，现代服
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将是整
个园区的核心产业。该园区
的名字也很时尚，叫做“D17
文化创意产业园”，现在已经
被确定为山东省99个文化产
业项目之一。

记者看到，在这个D17文
化创意产业园中，不仅有文
化艺术广场、谷维饮料生产
车间，还有现代艺术集中营、
传媒视觉优创谷、时尚设计
灵创谷、数字视觉蓝创谷等。

由于原济啤生产基地南
邻济南火车站北接济南长途
汽车站，有关人士表示，该园
区将是一个工业文化与现代
文化有机结合的全新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届时，济南火车
站还将开通一个北门直接与
园区相连，该园区将成为省
城对外的脸面和窗口。

该园区计划总投资3 . 5
亿元，分一期和二期建设，一
期规划已经完成，目前已经
开工。整个园区将以从事文
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产业
的国内外中小型企业、个人
工作室为主要进驻对象，保
留老建筑历史风貌，注入新
的产业元素，体现历史文脉、
工业文明与现代文化艺术的
传承，力争在开园3年内，进
驻企业(工作室)达到200家，
经营总产值20亿元，利税过
亿元，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综
合社会效应和社会效益最大
化。

昔日鼓掌喝彩声不绝于耳

北洋大戏院最早由一个木料场
改建而成，最初是大席棚，名为“兴华
茶园”。1923年，大席棚改为楼台建
筑，内有池座、包厢和边排。舞台下
面，埋了十口大瓷缸，以增强回音效
果。戏院改建后，名字也随之改为“小
商乐”、“上舞台”和“聚华戏院”，1934
年定名为“北洋大戏院”。1951年又
改为“实验剧场”，1954年重建完成
后，又改为“人民剧场”，直到1992年
才恢复了“北洋大戏院”原名。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四大名
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
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杨
宝森及金少山、余叔岩、李万春、袁世
海、张君秋、方荣翔、小白玉霜、新凤
霞、常香玉等不少名角儿，都曾来北
洋大戏院演出。

那时的戏院盛况空前，“喝彩声鼓
掌声不绝于耳，演员有时要谢幕十数
次，曲终人不散。”现任北洋大戏院经
理白晶琦告诉记者，时至今日，北洋大
戏院在曲艺界仍有较高的知名度，有
北方戏曲重要码头的地位，这跟以前
各路名角都在此登台是分不开的。

由兴转衰甚至发不出工资

文革后，北洋大戏院曾经有过辉
煌，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
这里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变迁。

一位老职工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
代，北洋大戏院开始“以副养主”。因为
大戏院南邻大观园商场，北靠济南火车
站，地理位置优越，这里开始了商业经
营，期望广开财路。这里曾经架起了电
影放映机和投影机，后来，取消了一楼
的观众席，开起了招待所。

之后，戏曲演出市场的萧条也波
及到这所戏院。由于上座率低，戏院
陷入了“演得多赔得多”的怪圈，戏院
不敢接剧团，剧团进不了戏院，陷入
了每况愈下的尴尬之中。后来，戏院
甚至沦为演不成戏、发不出工资的

“困难户”。
白晶琦回忆说，2002年她来到戏

院时，这里账上只有1000多元，而职工
有100多人，已经有一年发不出工资，
门厅简陋，后台荒凉，情况很艰难。

未来期望重振戏曲演出

2001年，北洋大戏院进行了整

治，设备较之前有了更新。而2002年
9月，戏院尝试市场运作，请张火丁
前来演出。

“演出非常火爆，戏院只有400
来个座位，满足不了需要，在走道上
都加了椅子。”多年未见的火爆场面，
让大戏院看到了希望。

此后，大戏院接连请来了于魁
智、李胜素等表演艺术家，受到了许
多泉城戏迷的喜爱。“基本上中青年
戏曲名家都来登台了。”白晶琦说，但
是，虽然演出叫得很响，戏院也采取
了市场化运作，但是由于诸多原因，
经营还是存在不少困难。最近三四
年，没大接院团演出。

这次整修扩容，让这座百年戏院
看到了新的生机。白晶琦介绍说，目
前已经在和院团接洽，希望在戏院建
成庆典时重新开始高水平的戏曲演
出。而在以戏曲演出为主打的同时，
还考虑放映有特色的戏曲电影，并且
在群众文化方面进行开拓。

“现在喜欢戏曲的人并不少，甚
至有相当一批大学生对戏曲非常痴
迷。”白晶琦说，北洋大戏院多年积攒
的口碑和人气，是一笔相当丰厚的财
富，而未来大戏院是否能吸引观众，
关键看剧目和质量。

历经繁华和冷清

百年大戏院期待重振声威
本报记者 赵丽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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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戏院始建于1905年，曾

有多位著名表演艺术家在此登台

献艺，在梨园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座戏院也经

历了从兴到衰的历史，有过消沉和

冷清的无奈。这次整修扩容和即将

到来的十艺节，让这座百年大戏院

迎来了新的机遇。

北洋大戏院舞台上方屋顶的钢承板已铺装完成。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整修后的观众厅效果图。

志愿者正在放映老电影。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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