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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剧
圣
殿
』
的
故
事

坐落在渝中区中山一

路的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

是中国唯一一个以抗战话

剧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

它和“中国话剧的圣殿”抗

建堂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故

事？近日，重庆晚报记者进

行了一番打探。

主理人 杨雪

邮箱：cqwbxcj@163.com
记录具有城市记忆的人文景象

“中国话剧的圣殿”

9月10日，抗建堂工作人员王彬维女士向重庆晚报记者介绍抗建堂：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进一步团结抗战，周恩来

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广结文化艺术界爱
国人士。1940年4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
郭沫若、主任秘书阳翰笙向周恩来同志建议，修建一座专门用于话剧演
出的剧场，解决当时重庆剧场资源奇缺的困难。经商议决定，将位于中
山一路马路边的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二摄影棚改建为一座剧场，由著
名导演史东山的夫人华旦妮具体负责改建工程。经过数月施工，抗建
堂于1941年4月5日正式竣工启用。

抗建堂的开张剧目是中国万岁剧团马彦祥编导的四幕话剧《国贼
汪精卫》。从1941年4月至1945年，抗建堂共上演了33出大型话剧，
除《国贼汪精卫》外,还有郭沫若编剧、石凌鹤导演的《棠棣之花》，王瑞
麟导演的《虎符》，曹禺编剧、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金山导演的《雷
雨》，吴祖光编剧、贺孟斧导演的《风雪夜归人》等。其中，《风雪夜归人》
最受周恩来同志喜欢，他来抗建堂看了7次。

这些作品轰动国内外，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抗建
堂也因此被众多抗战戏剧的亲历者誉为“中国话剧的圣殿”。

剧场内有“机关暗道”？

重庆文保志愿者江洲有部分关于抗建堂的图文资料，他告诉重庆
晚报记者：抗建堂当时确实维修过，有维修档案。

此外，陈荒煤（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顾问，文化
部副部长、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等
职）之女陈好梅的回忆文章中，提及到抗建堂的“迷宫”，都是我们从闻
所未闻的，非常有趣。

节选如下：红旗剧场的前身是“抗建堂”，它坐落在半山上，其大门
和话剧团的大门分别开在上山的同一条小街上，所以观众要去看戏还
得先爬坡。我们在剧场的玩法主要是探秘，这种游戏特别适合我们这
样年龄的孩子。在短短几天内，我们就把这个空旷阴冷黑暗破旧的剧
场真正“玩转”了，它所有的机关暗道都被我们一一破解。比如，我们发
现，从观众席的某个柱子上的梯子爬上去，就可以到达舞台上方（那里
有很多绳索之类的东西悬挂着，你可以拉拉这个，拽拽那个，从而发现
舞台效果的制作乐趣）；从墙上的某个通道钻进去可以到达后台（从后
台出来站在舞台上感觉很奇妙）；从后
台的楼梯上去可以直达化妆间（你就可
以由这里而不是由大门进入剧团的院
子了）……这一切是多么新奇有趣，多
么令人心醉神迷啊！

据《重庆市地名辞典》介绍：“抗建堂在市中区上纯阳洞街。占
地1120平方米，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主建筑为两层砖木结构楼
房，建于1940年,以抗战建国口号取名。为抗战时期左翼文艺界人
士重要活动场所。许多名导演及演员于此展露才华,曾演出《虎符》

《棠棣之花》《风雪夜归人》等名剧。周恩来曾多次临场观赏。上世
纪五十年代初因上演《红旗歌》而改名红旗剧场，1984年复原名。
1985年在此举办首次雾季艺术节，并上演《蜕变》《陪都新闻》等名
剧。陈白尘、张瑞芳、吴雪等老一辈艺术家均亲临参加。”

抗建堂

轨道1/10号线：七星岗站4C出入口出，步行至抗建堂。
轨道2号线：较场口站任一出入口出，打车到抗建堂（约6
分钟）。

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由重庆市话剧院筹建，于2019年12月25
日正式对外开放。它由重庆抗战戏剧历史陈列、抗建堂剧场、戏剧
创作体验区（部分位于临江门魁星楼内）三部分构成。分AB两个
区域，其中A区位于抗建堂（正在打造升级，预计10月初开放），B
区位于临江门魁星楼内。

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

博物馆的经典展品

抗建堂工作人员何诗雨告诉重庆晚报记者，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
陈列部分，有当年话剧演员们穿过的服装、用过的道具、话剧剧本（书
籍）和舞美成列模型等。

展馆内有签名轴，现场为影印版，原本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上面有300多位各界名流签名，见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空前团
结。

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官方公开资料显示：1940年11月7日，文
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招待晚会，出席
者400余人，并分别在两张宣纸上签名。“签名轴”后来一直悬挂在重庆
天官府街7号文工会楼下中厅里。文工会解散后，郭沫若、冯乃超将签
名轴交给翁植耘保存。上世纪80年代，翁植耘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
（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据统计，签名轴上的签名现存完整清晰的
有327个，周恩来、郭沫若等均在当天出席并签名。

此外，馆内还有很多当年的话剧剧本，比如郭沫若著《屈原》。
古籍修复师韩旭告诉重庆晚报记者：这本《屈原》是土纸版本，

1942年文林出版社出版，市场价1000元以上。纵18厘米、横12.8厘
米，内页共162页，前后封面及扉页各一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
生后，郭沫若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屈原》，后收入《郭沫若全集》，该剧歌
颂了屈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自己理想的精神。通过屈原对楚怀
王甘心投降的谴责，表达对消极抗日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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