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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路，有一座造型别致、透着古朴

气息的建筑，老长春人都知道，这是曾经的春城剧场。在

这里，凝聚了一段老长春人的关于电影的特别回忆。如

今，老剧场已经被铁皮栏包围，即将重新修缮，恢复文化功

能。近日，记者就走近这座地标性建筑物，了解它的故事。

老剧场曾经名噪一时

提起春城剧场，当年在重庆路可是响当当的存在。重

庆路85号，老长春人对这里再熟悉不过。据资料记载，该

剧场始建于1933年，于1935年竣工，同年10月开始营业，

当时叫丰乐剧场。这是一座仿欧洲中世纪风格的建筑，钢

筋水泥结构，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地上3层，剧场有固

定座椅1124个，其中楼座392个、池座732个，可容纳2000

多人。内部设有5层包厢、丝绒帷幕、五彩玻璃门窗，舞台

两侧设有花道通往观众席，作为演员上下场使用。

据《长春史话》记载，当时的剧场设备精良、环境优美。

剧场在光学、声学和通风供热方面的设计，采用了当时最新

技术；装备了最新式的德国制造的“超级新普莱克斯91型”

电影放映机，声音柔和、画面清晰。剧场内有暖气设备，还有

小型茶座等。这里可以放映电影，也可以观赏戏剧表演。

当时，在丰乐剧场里，人们可以看到欧美大片、首轮片

或长纪录片，这也是丰乐剧场的一大特色。1942年之前，

新上映的美国、法国电影，长春人一般都能最快看到。那

时就有所谓“大片”的概念，有的欧美大片片长可达四五个

小时。这里放映了几百部影片，有一些电影在别处无法看

到，比如《西线无战事》《悲惨世界》等国外电影。当时的丰

乐剧场名噪一时，门前经常排起长队。

1946年，丰乐剧场更名为重庆大戏院，经常演出京

剧。1948年改名为胜利电影院，1958年改名为春城剧场，

建筑基本维持原貌。老长春人对春城剧场的印象非常深

刻，《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一系列脍

炙人口的电影都在这里上映过。2002年7月16日，春城剧

场被长春市设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将历史的指针调拨回70年前，这座矗立于街角的褐色

小楼，于1952年接待了梅兰芳剧团的演出。老长春人有幸

感受到梅派艺术独特的唱腔和身段，至今令很多人难以忘

怀。当年春城剧场十分火爆，经常有各类著名剧团来演

出，丰富了长春人的文化生活，很多人也通过这座剧场了

解了更多的艺术派别，欣赏到不同的高雅艺术。

重新修缮期待焕然一新

80多年过去了，这栋老建筑的面貌虽然变旧了，但是

作为历史文物，仍有研究价值。早些年，剧场一楼房屋作

为门市租给一些商户，经营药店、服装店和食品店等。只

是，每当老长春人经过这里，还是会浮现许多美好的回忆，

想起曾经在这里看过的电影和戏剧，感觉回味无穷。

今年7月，春城剧场已与全部租户解除合同并清空大

楼，启动房屋安全等级重新鉴定工作。下一步，将根据鉴

定结果积极推动剧场修缮工作，恢复其文化功能，实现文

物合理保护利用。

采访中，87岁的长春市民赵老师表示：“我是这附近长

大的，小时候来这里看过电影。现在重新修缮，非常高兴、

值得期待。”摄影师于先生说，自己非常喜欢拍摄长春老建

筑，每次到这里拍摄都十分感慨。希望剧场修缮工作早日

完工，到时候再拍一些新照片，用这些照片讲述和记录长

春发展变化的故事。

“当年这里可是人山人海，小时候来看一场电影，5元

钱一张票，大家要排很长的队，那时候就是高消费了，对电

影的热爱也算是老长春人的一种情怀。”居民陈大爷表

示。大家对于春城剧场要修缮的消息格外关注，因为这里

留下了一代老长春人的美好回忆。“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应

该更好地利用它的文化价值，重新修缮后会吸引更多人前

来参观，也能带动重庆路这一带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居民

赵老师对记者说。

坐落在重庆路商圈的春城剧场，留下老长春人太多珍贵

回忆。采访中，很多市民表示，期待修缮后的春城剧场充分

发挥其历史价值，让人们记住那段历史；也希望打造成一个

新的文化品牌，带动周边的商业，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老剧场，期待换新颜
本报记者 王秋月 纪洋

本报讯（记者张丹）近日，吉林艺术学院国家艺术基金

2020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原创舞剧

《玉米大地》在长春市精彩上演。该剧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

席冯双白担任编剧，吉艺杰出校友、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铁

春担纲总导演，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东航担任项目负

责人。

《玉米大地》是吉艺在大型舞台剧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突

破和大胆尝试。作为一部表现农业题材的舞剧，本剧以玉米为

线索，以松嫩平原为背景，演绎新老几代农民和玉米、土地之间

发生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传递着黑土地坚忍不拔的奉献

精神与新时代的家国情怀。作品以舞蹈语言讴歌农民对土地

的坚守，以小村庄的历史巨变颂扬农村建设全新风貌，以新时

代农民形象映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该剧在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段上呈现诸多方面艺术创

新。虚实结合的剧本架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创作手法，具有东北特色的舞蹈语汇的运用，以东北民歌

《摇篮曲》为基础完成的音乐编曲创作，舞台上灵动的玉米

秆意象道具贯穿整部舞剧，使舞剧与农民、土地、玉米、粮食

完美结合。为了让舞剧呈现更加完美的舞台效果，吉艺新

媒体学院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和手段，从舞台视觉特效、影

像、平面宣传及舞台道具等多方面入手，吉林省特有的雾凇

景观、长白山主峰等神奇壮观美景通过投影成为背景，为舞

剧带来震撼的视觉效果。

从立项、排练至演出结项，《玉米大地》经历了近两年时

间。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的师生们既要高质量完成教学

任务，又要保证排练顺利高效进行，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艰

辛与努力。他们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加班加点排练，在探

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最终圆满完成了

演出任务。

编剧冯双白表示，这部舞剧是一个北方农民的儿子与

黑土地的对话，与“玉米棒子”之间的对话——这是在全国

各地餐桌上都能见到的最普通东西。剧中的爷爷是玉米大

地的忠实守护者，他的爱、恨、青春、激情、痴迷、顽固，都化

作血脉之舞，连接着玉米精灵们的灵魂。

饰演男主角春生的孙富博告诉记者：“剧中爷爷一辈子

在玉米大地里劳作，是爷爷对土地的热爱和奉献精神打动

了春生，决心为完成爷爷未竟的事业而更加努力地奋斗。

区别于其他舞剧的是，春生就像一个邻家哥哥，为了让人物

更加鲜活真实，表演过程中动作既要生活化，又要符合舞台

表现形式。”

吉林艺术学院原创民族舞剧《玉米大地》上演

本报讯（记者王皓）近日，由省文联、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省汉兴美术馆承办的“情

牵黑土 以艺抵心”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优秀作

品展开幕式暨第二届吉林民间文艺奖颁奖典礼

在长春举行。开幕式上，第二届吉林民间文艺

奖评选结果揭晓，10部（篇、件、组）民间文艺作

品获奖，《满族民俗谚语故事》等4部（篇）获民

间文学作品奖，《关东故事-人参娃娃》等6件

（组）获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另有41部（篇、

件、组）作品入围终评。

“情牵黑土 以艺抵心”作品展是第二届吉

林民间文艺奖评选活动的组成部分，展期为一

周。展览在展出本届吉林民间文艺奖民间工艺

美术获奖作品、终评入围作品的基础上，又征集

到各市州数十件（组）民间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参

展，共展出作品近百件（组）。本次展览作品涵

盖剪纸、农民画、木雕、面塑、布贴画、玉雕、松花

石砚、葫芦制品、年画、编织等30余个门类，作

品或夸张写意、或精工细作、或自然古朴、或温

润雅致，集中展示了吉林大地博大悠远的文化

底蕴，蕴含着浓浓的黑土风情。

据悉，吉林民间文艺奖是由省文联、省民协

主办，旨在弘扬我省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激励民

间文艺精品创作，推动吉林民间文艺事业的繁荣

与发展。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择取民间

文艺学术著作、民间艺术表演、民间文学、民间工

艺美术中的2至3个门类评出10件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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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春城剧场。 （资料图片）

被围挡包围着等待修缮的春城剧场。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纪
洋)近日，吉林文史出

版社《长白文库》系列

图书又推出 12部新

书，目前已出版《长白

文库》42种。

吉林文史出版社

是我省专业古籍图书

出版社，也是全省唯

一一家全国古籍工作

委员会成员单位。《长白丛书》系列图书是吉林文史出版社创建初

期策划出版的重要图书，作为代表东北地方历史文化的工具书，在

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吉林文

史出版社适时推出《长白文库》作为《长白丛书》的“2.0版”，将进

一步推进东北文化研究和普及。

《长白文库》丛书主编郑毅即《长白丛书》的第三任主编，长期

致力于东北地方文献的挖掘整理工作。《长白文库》作为北华大学

东亚中心的集体成果，为进一步发挥编辑和作者“双优”的优势特

色，由郑毅领衔，将编辑《长白丛书》的原班人马投入《长白文库》的

编撰工作，成为出版《长白文库》的坚强保障。目前规划的《长白文

库》拟出版300部6000万字，图表2000余幅，缎面精装16开本。

《长白文库》将吉林文化、东北文化的精华贯穿始终，并进行深

度挖掘、科学阐释，赋予时代精神，构造出一部大型的东北乡邦文

献全景画卷。所收著作以清人作品为主，范围自正史、方志、游记、

档案、家谱、稗官所记，又有各家别集、总集之属。网罗散佚，在宋、

辽、金以迄明代的著作之外，特以文献征存、史志辑佚、金石碑传、

域外文献以补其不足，取精用宏、包罗万象。整理方式包括标点、

校勘、考订、注释、辑佚、翻译等。《长白文库》的出版对于挖掘、保存

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我省的旅

游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将起到推动作用。

《长白文库》推出12部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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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摄影征文书法活动

本报讯（杜秀莲）为进一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公司

上下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日前，国网四平供电公司党委开展了

“领悟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摄影、征文、书法活动。

该公司干部职工结合岗位实际，通过摄影作品反映了公司上

下多种形式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通过散文、诗歌和书法

作品抒发了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内涵的真实感悟。公司领导班子组

成评委会对机关部室、供电所上报的14篇征文作品、32幅摄影作

品、12幅书法作品分别评出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

并为获奖作者颁发了奖品。

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使该公司党员干部群众对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上来，为公司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助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王皓）日前，长春市孔子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

会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举行。本次会议通报了长春市孔子研究会

第二届理事会工作，宣布了长春市孔子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名单。

长春市孔子研究会自2007年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文化交流等活动，在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城市文化品

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促进长春市文化

繁荣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通过此次会议，长春市孔子研究会将加强自身建设，增加会员

凝聚力，扎实工作、开拓进取，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

传播以及长春市文化事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简 讯

日前，和龙市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学习先进典型，强化责任担
当”主题党日观影活动，组织法官干警集中观看电影《平安中国之
守护者》。通过观影，法官干警们纷纷表示，要以英模为榜样，坚定
理想信念，立足工作岗位，勇担职责使命。 王莹 吴玉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