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中軸線上，錯落保存着多
處會館，有四百年歷史的顏料會館無
疑是其中最熱鬧的一處。崑曲、越
劇、京劇、相聲……煥新改造後的顏
料會館人氣旺盛，自2021年10月 「會
館有戲」 第一場演出在此鳴鑼，至今
已舉辦三百多場演出。來自四方的遊
客們穿戴行頭登上戲台，親身體驗戲
曲藝術之美，從雕樑畫棟中感受歷史
風韻。曾有香港青少年團來此訪問，
畫臉譜、手作非遺、登台學京劇，深
度體驗、傳承中華傳統文化，讓百年
會館更具靈韻，煥發新生。

大公報記者 孫志、馬曉芳

走在前門三里河畔，小橋流水、鴨鳴水榭，
令遊人恍惚是否誤入江南水鄉。前門三里河，因
其距離正陽門三里地而得名，原來是老北京城護
城河的洩水河道，精心改造後重現了從明朝時期
就有的 「水穿街巷」 景象，有江南水鄉之風韻，
也有老北京的胡同風情。經過多年整治，三里河
周圍的胡同環境煥然一新，曾被評選為 「首都文
明街巷」 。

「戲曲讓不會說話的會館更具活力」
顏料會館就坐落在三里河畔，位於寸土寸金

的北京前門大街與草廠胡同之間，400年來見證
着北京城的風雲變幻。 「顏料會館由山西省顏
料、桐油商人建於明代，是歷經多次修繕保存至
今的晉商會館之一，也是北京中軸線上為數不多

建有戲台的會館。」 顏料會館非遺文化空間主
理人、金聲京劇團負責人劉慶華，如數家珍

地向大公報記者介紹道。
為了讓顏料會館的演

出更為豐富，劉慶華自掏
腰包組建了金聲京劇團，
聘請團長、招募團員，現
在劇團已經發展成熟，
「我希望更好地利用顏料

會館這個舞台，更多展現
京劇文化魅力。」

「只要你能夠走進一
次戲曲後台，只要你能看
一次京劇演出，你就會發
現 『她』 的美」 劉慶華
說，最難忘也是最幸福
的，就是看到五湖四海世
界各地的人穿起戲劇行
頭，登上會館的舞台，聚
光燈下，藝術與個人共
融，讓人感嘆中華戲曲博
大的魅力， 「戲曲讓不會
說話的會館更具活力。」

2024年暑期，顏料
會館接待了幾千位青少
年，他們有遠涉重洋從澳

洲、東南亞而來，也有來
自港澳台， 「雖然有時候
語言不通，但是演出的時
候大家都在聚精會神地
看，看京劇的大美：唱腔
美、服飾美、動作美，京
劇會在他們心頭播下了一粒文化的種子」 。

孩子敬慕認真 「我感覺到傳承的意義」
最讓劉慶華記憶猶新的，還是一個香港青少

年團在暑期來到顏料會館體驗。畫臉譜、非遺手
作、登台學京劇，6個小時的深度體驗，讓來自
香港的青少年深刻感受到中華文化的魅力。 「當
他們全身扮相地登上會館戲台，樂聲響起，孩子
們臉上的那種敬慕和認真特別讓人感動。」 劉慶
華說，看到孩子們激動地將一身京劇行頭的照片
發給家人，更是感覺到了傳承的意義所在。

從最初的戲曲門外漢
到現今的劇團主心骨，每
日聽戲成了劉慶華最享受
的時光， 「對我來說，站
在顏料會館的台下欣賞京
劇，是非常美妙的事
情」 。眾多戲曲名家也自
願受聘金聲劇團的藝術顧
問和藝術指導，從專業角
度給予大力支持， 「是京
劇藝術和顏料會館的雙重
磁吸力讓藝術家們來到這
裏，讓我得以有更多的信
心和勇氣前行。」

入夜，鑼鼓響起，顏
料會館內早已人滿為患。
站在角落的劉慶華正聚精
會神欣賞舞台上的表演，
雖然已經聽過多遍，但表
演者的唱念做打仍然讓她
欲罷不能。鼓點如織、胡
琴激昂，掌聲和叫好聲繞
樑而去，伴隨着三里河嘩
嘩的流水聲，續寫着四百
年前的熱鬧與輝煌。

責任編輯：胡佳希 美術編輯：馮自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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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書畫展
書骨詩魂新境界

用繡花功夫保護古建築 開拓深度遊
中軸連會館，會館映中軸。據

統計，北京現存會館逾400家，歷
史上鼎盛時期多達900家。這些會

館大多始建於明清時期，是各地遊子在京城的
「故鄉」。他們在這裏講家鄉話、吃家鄉飯、
聽家鄉戲，一解鄉愁。會館的亭台樓閣、雕樑
畫棟、器宇軒昂的戲樓，都承載着豐富的歷史
記憶和文化情感。

會館是地域文化的活態博物館，隨着歷史
變遷和城市發展，大多數會館年久失修，瀕臨
廢棄，亟需有效保護利用。北京市提出要用
「繡花功夫」保護歷史建築，會館文化是北京
文物保護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大公報記者走訪
多個會館，發現很多會館完成騰退、正在修
復，還有一些已經活化起來的會館，逐漸成為

市民體驗傳統文化的開放場所。
會館不僅是歷史文化的傳承地，更象徵北

京包容大氣通四方的城市品格。小眾而寶藏的
京城會館旅遊線路，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中外
遊客深度遊覽。以顏料會館所在的東城區為
例，該區正在整合前門片區會館文化資源，通
過平台化運作，聯動更多會館舊址、特色街
巷，致力於打造會館演藝生態圈，賦予會館舊
址新生機。

北京是名副其實的會館之都，其文化中心
建設與會館的繁榮密切相關。古樸幽雅的顏料
會館，正以 「京城有戲」的標識吸引八方來
客，成為民間滋養京劇藝術的典型樣本。可以
期待，會館文化將以其獨特魅力，在北京這座
古老與現代交織的城市中，綻放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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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在顏料會館，全身扮相登台學京劇，親身感受戲曲的動作美和唱腔美。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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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軸線是自元大都、明清
北京城以來，北京城東西對稱布局
建築物的對稱軸，以紫禁城為中
心，南起外城永定門，經內城正陽
門、中華門、天安門、端門、午
門、太和門，穿過太和殿、中和
殿、保和殿、乾清宮、坤寧宮、神
武門，越過萬歲山萬景亭，壽皇
殿、鼓樓，直抵鐘樓的中心點。全
長7.8公里，覆蓋北京老城約65%
的面積。這條城市軸線上既有恢宏
的皇家建築，也有古樸的民居四合
院和重要的近現代建築，中軸線周
圍的太廟、社稷壇、天壇、先農壇
等皆保留基本完好。 大公報整理

北京中軸線

話你知

▲港生在顏料會館內做京劇扮相，學畫臉
譜，深度體驗京劇文化之美。 受訪者供圖

【大公報訊】記者秦占國、
張寶峰北京報道：1月18日，
「書骨詩魂新境界──榮寶齋范
曾乙巳年新春展」 於北京榮寶齋
隆重舉行。本次展覽共展出范曾
先生書畫精品123件，形式多樣，
內容豐富，既囊括經典題材，亦不乏新創
力作。作品意境深遠、生動傳神，體現了
范曾先生深厚的人文學養和藝術造詣。據
悉，展覽將持續至2月18日。

范曾1938年生於江蘇南通，是中國書
畫大師、著名國學家、詩人。1月18日中
午，范曾先生攜夫人徐萌女士來到榮寶
齋。眾多文化藝術界嘉賓及書畫藝術愛好
者也來到現場。大公報記者在現場看到，
一幅幅范曾先生的書畫新作吸引了大量參
觀者駐足。其中，既有經典的老子、李白
等傳統人物像，也有活靈活現的小童嬉戲
圖，還有大量與迎新年氛圍十分契合的
「福」 「喜」 大字和對聯。

范曾在展覽現場對大公報記者表示，
中國傳統藝術受到中國哲學的深刻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畫是哲學的、詩性
的、書法的。書法用筆構成了中國畫最基
本的精神之一。此次展出的這些作品，就
體現了中國哲學對傳統書畫的影響。

北京榮寶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
理范存剛18日對大公報記者說，這次展覽
的畫作都很精美，有的尺幅不大，但是筆
墨語言表達得非常充分，既有范先生過去
的風格，同時又展現出新的氣象。

北京著名會館遊覽攻略

顏料會館

湖廣會館

▲1月18日， 「范曾乙巳年新春展」 在北京
榮寶齋舉行，吸引了大量參觀者駐足欣
賞。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福州新館

地 址：北京市東城區青雲胡同22號

開放時間：非演出時間，
每日08：00-21：00開放

票 價：參觀免費，演出票需另行購買

地 址：北京市西城區騾馬市大街51號

開放時間：周二至周日09：00-17：00開
放（16：30停止入園）；每周
一閉館（國家法定節假日除外）

票 價：參觀免費，需通過 「福州新
館」微信公眾號登記參觀

服 務：開放日上午10時和下午15時
提供兩場免費定時講解服務

地 址：北京市西城區虎坊路3
號（虎坊橋路口西南）

開放時間：周一至周日
09：00-22：00開放

票 價：參觀免費，演出票需
另行購買

掃一掃
有片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