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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化地标，是一座城市的印记，是一座城市的精神

符号。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75 年的辉煌历程中，

萧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留下了诸多文化烙印。

萧山剧院作为文化的载体，一直承载着艺术传承

与创新的文化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演出的场所，

也是市民精神生活心灵的栖息地。这座精神的堡垒，是

提升艺术修养的文化殿堂，也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

于无形中滋养这座城市。

根据“寻找萧山人心中的文化地标”征集活动的读

者推荐，这次推出萧山《75 周年·文化寻迹》专栏第六

期，一起了解萧山剧院的前世今生。

文化寻文化寻迹迹

从市心桥到市心路
“文化客厅”萧山剧院让市民收获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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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事件：

1955年，位于城厢街道文化路西段的老剧院，从萧山人民剧
场改为国营萧山剧院。1956年改为地方国营，1964年扩建观众
厅。1989年，因为扩建和大量的演出，被省演出管理站评为先进
单位。

2002年，位于萧山市心中路918号的萧山剧院建成并投入使
用。剧院以各类文艺演出、大型会议、大型展览等为主。剧院正面
的大型文化广场面积达30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万人参加群
众集会、文艺演出等活动。

如果说，萧山人民剧院是市民
最向往的“昆腔越韵”，那么，于
2002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萧山剧
院，就是萧山人最自豪的咏叹调。

萧山剧院外形大气，上翘的
檐端提升了整体气势，淡色系的
外观和内部设置，使得大厅十分
透亮。正面的大型文化广场、停
车场、文化公园面积达 30000 平
方米，可同时容纳 2万人进行集
会、文艺演出活动，也解决了观众
停车难题。广场上早上有市民打
太极拳，白天可以看到有人打羽
毛球、踢毽子、抖空竹，晚上广场
上有广场舞、拉丁舞、小孩子轮滑
等活动。

萧山剧院是区里重要的文化
阵地，区里的各类文化、演艺活动，
如戏曲、舞剧、音乐剧、话剧、音乐
会、演唱会、儿童剧等都在这里举
行。剧院内建筑面积12000平方
米，观众厅座位数达1361座，有化
妆间6间。这里的演出，既有中国
传统戏曲，又有现代艺术形式；既

有高雅的阳春白雪，又有通俗的流
行文化，各种不同的艺术种类在这
里交融，碰撞出与众不同的火花，
孕育出新的希望与方向。

萧山区经济发达，高端文艺
需求日益旺盛，为此剧院引进了
中央民族歌舞团《仓央嘉措》、俄
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天鹅湖》、欧
洲凯斯特歌舞团《皇帝的新衣》、
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蹈与钢琴音乐
会、刘晓庆主演话剧《武则天》、儿
童剧《白雪公主》、经典儿童剧《猪
猪侠》、荣获文化部最高奖“文华
奖”表现反腐倡廉的话剧《叩问》、
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剧目《麻醉师》等国内
外顶级优秀剧目；萧山绍剧艺术
中心推出新编绍剧《杨时与湘
湖》，大型红色革命历史绍剧《秋
之白华》《火种》也在这里首演，集
经典传承与现代演绎于一体的越
剧盛宴《越剧好声音》在这里巅峰
对决。

这些年，为了扶持群艺文化，

萧山剧院创办了“青少年文化艺
术中心”“萧山剧院文创中心”，举
办了元宵戏剧周、少儿跨年晚会、
老年春晚、爸妈达人秀等活动，满
足市民多样的文化需求。“亲子剧
场”每月至少引进1—2部儿童剧，
一些同等级的剧目，市民甚至可
以以低于杭州主城区售价50%的
票价购入。

为了吸引年轻人走进剧院，
我们把文化资源植入旅游项目
中，打造文化IP，引领时尚文化消
费的潮流，成为城市的“文化客
厅”。萧山一些民间越剧团、曲艺
团等也会在这里公益演出。同
时，我们还将开展艺术讲座和文
化艺术普及教育活动，让市民在
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国内外各种高
档演出和文化活动。

不管是老剧院，还是新剧院，
都有一代人的共同回忆。从市心
桥到市心路，这与时俱进的建设背
后，承载着演绎创作者不变的艺术
初心。硬件设施的完善，让市民有

了更好的文化休闲体验，多元的舞
台空间，体现出对艺术不同形式的
包容。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我们
剧场的利用率得到极大提升，以
2019年为例，我们共承接各类演
出活动271场，包括营业性演出40
场、公益性演出19场、政府会务50
天、其他活动162场。萧山剧院的
运营管理模式，受到文旅部、省文
旅厅的大力肯定和推广，曾被中宣

部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100个
成功案例之一。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
脉络才历历可见”，聂鲁达的名句
与萧山剧院的变化很是契合。当
年的繁华，已在区域新中心展翼
飞翔。一座城市，一个剧场，一份
品质，正应了那句话：“生活在一
座有剧院的城市，我们是幸福
的。”

萧山有一座桥，是非常有名
的。

这座有名的跨城河的石拱
桥，叫真济桥，又名都亭桥，据说
始建于南宋，于道光年间重修，至
今完好无损。

这两个桥名你可能会觉得有
些陌生。其实，它就是市心桥。
从市心桥向东北方向，沿市心桥
下街（现文化路）大约30米，老底
子有座庙，庙叫火神庙，庙前有龙
泉甃石为栏，取水火相济之意。
中式歇山顶建筑，供奉着火神，不
大，却别具特色。1949年 10月，
在火神庙旧址私人集资创设人民
戏院合记。1952年6月改为经济
自负盈亏的萧山人民剧场，并翻
修观众厅。1955年，省文化局拨
款才把草棚改为瓦房，并改为国
营萧山剧院。次年元旦刚过，又
转为地方国营，划归萧山管理
了。1964 年，拆建观众厅，面积
1300平方米，座位1080个，高高
台阶筑起的建筑气势非凡。那个
年头，这样的建筑算是地标性的
了。1974年，增建砖混结构三层
楼演员宿舍、食堂等附属设施。
随着形势的发展，1984年下半年
起，增放录像等服务项目。1989
年，萧山人民剧院在原有基础上

投入维修费10万元，添置消防设
施，调换新椅等。这一年，接待演
出表演团体47个，演出128场，被
省演出管理站评为“重合同、守信
用先进单位”。1990年，再一次获
得此荣誉，成为萧山人民剧院的
高光时刻。

有戏迷说，每当经过文化路
86号的老剧院旧址时，自然而然
会回忆起剧院的往事。那高高的
建筑，门前高高竖立的红色的“萧
山人民剧院”六个大字，那一种幸
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文化路从西到东，有很多文化
单位，工人文化宫电影院、剧院、萧
中、江寺、回澜初中，以及数座古桥，
但最闹猛的应该是剧院了。

在20世纪50—60年代，全国
上档次的戏团都曾到剧院演出，
如武汉杂技团、上海越剧团、浙江
越剧团、浙江昆剧团等，各种剧种
几乎都在萧山演出过。每一个剧
团到来后，为招人注目，总要在剧
院门口悬挂著名演员的剧照，全
国有名的越剧演员大都在这里挂
过他们当时演出的照片。那个时
代的人，文化生活没有像现在这
样丰富，生活在萧山城区的，花几
分钱去隔壁的工人文化宫电影院
看场电影已是很享受得了。生活

在萧山农村的，看露天电影和露
天戏曲，那是要赶来赶去穿村走
巷的。所以，花费几毛钱去文化
路看戏是最好的休闲，也是主要
的文化生活，更是一种奢侈的享
受，大家都是很喜欢的。“走，今晚
到剧院看大戏去”，竟成为那个时
代的“网红词”，幸福的流行语。

萧山人最喜欢越剧和绍剧，
所以萧山还成立了越剧团和绍剧
团。其他如黄梅戏、沪剧、锡剧、
杭剧、莲花落、滑稽，倒也喜欢。
可能是越剧清悠婉丽优美动听，
具江南灵秀之气的缘故；萧山原
属绍兴，语言相通的缘故不抗拒
绍剧。萧山女性喜欢看越剧，喜
欢越剧的温婉深情，徐徐倾诉，无
边落寞悄悄下，缓缓深入内心深
处；男性喜欢看绍剧，喜欢绍剧的
清澈高亢，壮怀激烈，直击灵魂，
直抒胸臆。这种性别的差异，也
反映了两种剧种唱腔的差异。20
世纪60年代初，国家提倡推陈出
新、百花齐放，浙江绍剧团在这里
演出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调
无常》《女吊》《男吊》等，剧院空前
热闹，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成为
常态。戏曲演出都是晚上的，那
个时候，剧院职工也真的很辛苦，
加班是常有的事。

1991年起，戏剧市场逐渐步
入寒冬期，剧院以放映录像、台球
等项目弥补正常开支。其间，党
代会、人大会、政协会以及大型的
集会和活动，常安排在萧山人民
剧院举行。

到了21世纪初，由于萧山人
民剧院屋顶是木结构，不符合消
防要求，存在严重安全事故隐患，
政府决定拆除，在新区建设萧山
歌剧院（暂名）。这座存在了几十

年的文化地标，才渐渐退出历史
的舞台。

政府拆除剧院后，在原址开
设一个建筑面积为590平方米的
服饰市场，及一个面积为350平
方米，能容纳20辆车的收费停车
场。萧山人民剧院从此脱胎换
骨，展颜新姿。

但流淌在骨子里的幸福，宛
若锦绣唐诗，缤纷宋词，永远也不
会抹去。

60年代的萧山人民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