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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老潍县京剧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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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50年代，潍坊市内有三个民营剧团、三个民
营剧场，光明是其中之一。光明剧院是在烟草公司基础上
整修改建而来，剧团及剧场的存在活跃了坊子群众的文化
生活，配合周围农村物资交流会和大山会演出促进了经济
发展。

  2021年5月，坊子火车站候车室外、一马路
与安丘路交汇处东侧，万和楼修缮工程尚在进行
中，往东走约100米，一马路东首，有一栋院门
紧锁的老旧厂房，这里最早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存烟的仓库。1949年，坊子新民剧院在此创建，
1950年春改名为光明剧院，1955年秋，演出队伍
改名为坊子光明京剧团。后为公私合营，1971年
光明剧院无偿移交坊子工委。
  2022年3月，记者在坊子老街居民、71岁的
单启友带领下，穿过弯弯绕的胡同，钻过几个半
人高的墙洞，来到剧场旧址内部，房屋顶部已经
坍塌，一根大梁斜插在地上，地上乱糟糟，墙角
处堆放着沙袋。此处建筑面积150平方米左右，
东侧是仓库门，西侧是舞台，墙上“出将”“入
相”两个小门连接着后台。
  单启友家原在堂子胡同，胡同北头是火车
站，跑出胡同往东一拐就是光明剧院。五六岁
时，他常常从家里跑出来，到戏院看戏，小孩子
不买票挤进去，偶尔从卖瓜子处抓几个塞嘴里，
没有座，他趴在舞台边上，跷着脚仰着头看台上
的演出，演的是什么他并不知道，只是看着热
闹，“当时觉着剧院很大，现在看也就能坐100
人左右，那已经是很红火的场面了。”单启友
说，随着年岁增长，他知道剧团里有一位叫马春
阳的很有名，印象最深的戏是《穆桂英挂帅》。
  61岁的坊子老街居民王克利对光明剧院记忆
犹新。据他讲，戏台高1米左右，由木板搭成，
他特别喜欢看武戏，演员翻跟头震得戏台“呯
呯”响，也跟着学会唱几句，甚至自己编的顺口
溜融入京剧腔，特别有滋味。后来也常在里面看
电影，冬天人们冻得脚发麻，趁着电影换片的工
夫，跺脚取暖。整个坊子都来这里看戏、看电
影，这里是最有人气的地方。

剧场房屋已坍塌

留下难忘的回忆

  1949年春，在潍坊特别市坊子区政府的倡导
下，坊子工商联合会个体工商户中的季会卿、邱
作发、李同升、于干臣、胡绪勤等六人作为股
东，发动大家入股投资，筹集股金40万元（旧
币），邀集了京剧流散艺人孙连太、李悦栋、孙
光斗、刘占义、李玉梅、宋翠宝、吴连生及文武
场（即乐队）的关德胜、吴连成、刘善德、孙仲
岳等30余人为成员，租赁前张路院村陈仓林赁铺
的影堂、隔扇（舞台设施）和昌乐县裕祥村的戏
箱等设施，组建剧团。
  他们在原坊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库房基础
上，加以整修，在朝北的大门上方写上“新民剧
院”四个字。房西头用砖砌成长约8米、宽约10
米、高约1米的台子，填上土，前边围上半圆形
木栏，再用影堂隔扇一隔，左“出将”，右“入
相”，有了上下场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舞台。
  剧院设座席650个，可容纳700余人。舞台前
方设七八张方桌，有茶水、瓜子，有卖水的水
柜，称作包厢，属一等席。包厢往后，是简陋的
长条木板，作为座席。剧场最后是用土筑成的

一个高台，用绳子拦起，叫临监席，由派出
所的人在内坐着维持秩序，

以防演出时有人闹事。

筹集股金40万元

整修仓库搭剧院

  1949年农历五月初一，新民剧
院正式开台，首场演出了《黄金满
台》（黄金台）、《鸿銮天禧》
（豆汁记）、《龙凤呈祥》（刘备
招亲）等剧目，首演的这几出戏都
比较喜庆，取其喜庆吉利之意。改
称坊子光明京剧团后，为了满足观
众的要求，维持演员的生计，不断
聘请流动演员小组联合演出，曾接
待过较有声望的刘家班（刘寿山、
刘颜琴、刘雅琴、刘连生）、张家
小班（老板张玉顺、弟子张月明、
张月亮、张月昆、张月盛、张丽
秋）、齐兰秋、滕步云、李韵珠、
姜月玲、赵慧秋、俞砚霞、王亚
伦、马玉良、陈洪声、刘奎童、小
王虎辰、韩小楼等。演出的剧目大

致是古装传统戏：《红娘》《玉堂
春》《凤还巢》《勘玉钏》《秦香
莲》《借东风》《失空斩》《四进
士》《追韩信》《徐策跑城》《长
坂坡》等。
  1956年，坊子光明京剧团在民
间职业剧团登记时，固定了流动演
员马春阳（老生）、徐金玲（刀马
花 旦 ）、筱 玉 昆 （ 女、文 武 老
生）、孔宪珍（青衣）、刘伶童
（武生）等。由于行当齐全，演出
阵容较强，又排演了丰富多彩的神
话剧及新编历史剧，巡回演出于胶
济铁路沿线各城镇，取得了良好的
演出效果和经济效益。1958年3月16
日，坊子光明京剧团合并入安丘县
京剧团。

选出首演剧目 巡演效益良好

  潍城区西市场街，弯弯的街
道南侧，一栋刷成棕红色的四层
建筑格外吸睛，大门上方写有
“潍坊艺术剧院”几个鲜亮的大
字，如今这里是艺术剧院所在。
这栋建筑的历史可追溯到1953
年。当年，潍坊市工商业联合会
出资6亿元在此新建和平剧场，
木瓦结构，池座、楼座共1170个
座席。1954年5月开业，负责人李
洪翥。1973年3月，和平剧场无
偿交给潍坊市文工团。1975年停
用，1981年改为文工团排练厅。
  亚星桥桥东头路南，泰华商
圈的核心地带，假日广场沿河而
建，南下河街车水马龙，西侧是特
色小店。1954年，由杜志远、合兴
利等八人集资10910万元，在若
飞桥东头南侧，临近拆除后的东
关坞坞墙、原东关估衣市街旧址，
南下河街西侧，建成竹席结构草
棚戏院，名为光华剧场，可容观众
800人。1955年12月开始营业，负
责人杜志远。1958年拆除。1979
年经市政府研究批准，将光华剧
场旧址无偿移交潍坊文化馆。
  潍城区青年路与民生街交叉
口东南角，是金沙城市广场建筑
群，东临白浪河，西望潍坊商品
城，这里已是一片繁华。回到

1954年，此处建成工人俱乐部，
只容观众560人，1977年拆除后
改建为工人剧院，1980年竣工，
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可容观众
1980人，工程造价200万元。
  工人剧院设计新颖，规模宏
大，设备齐全，装潢考究；配有
天津产东风牌座椅，并设有招待
所、化妆室、讲座室、贵宾休息
室、观众活动厅和地下展厅。舞
台宽大，影剧皆宜，1980年2月1
日对外开放，首映电影《红牡
丹》。该院是二十世纪80年代初
山东省最大的工人剧院。
  上世纪70年代，潍坊柴油机
厂和较大厂矿也修建了规模宏大
的剧院或礼堂，华丰礼堂、军分
区礼堂、文化礼堂、潍洲剧场等
除开会外，也供剧团演出。如今
这些剧场多不复存在，剧团演出
也多选择潍坊大剧院。

齐英华

新中国成立后 又建多处剧场

光明剧院原址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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