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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代观演建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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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在整个剧场西方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扮演了重要角色。1840年代以后，近代上海观演建筑

先后经过“茶园剧场”时期、“舞台”时期和“戏院”时期几个阶段的发展，在20世纪20~40年

代达到高潮，尝试对这一时期上海观演建筑的演变过程及背景成因进行初步的探讨。

上海  观演建筑  茶园剧场  舞台剧场  戏院

在 1949 年之前，上海作为西式剧场在我国传播的源头，引领

了国内剧场发展的进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剧场建筑的发展和戏剧

的变革产生持续影响。文中“近代”为一个特定的时间概念，在我

国特指从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 1949 年的时间跨越；“观演

建筑”是指“具有‘观赏—表演’空间的公共建筑，是为人们提供

欣赏各类音乐、戏剧、表演、影视等艺术的场所”，从建筑类型学

上划分，它又包含了戏台、露天剧场、剧院、音乐厅、多功能剧场、

排练厅、电影院等多种类型的观演场所。 

1  晚清上海剧场的改造——茶园式剧场

中国古代的正式演剧场所在宋元时是“勾栏瓦肆”， 到明代，

演剧活动部分转移到酒馆酒楼里（称之为酒馆式剧场）。对于酒馆

式剧场来说，演出仅仅是作为一种附属功能出现的，属于可有可无

的点缀，直至 19 世纪中叶，酒馆式剧场仍有延续，且这种剧场演

出是不定期的，还延续着以酒饭业务为主、以演剧为辅的作法。

到清代乾隆年间，随着戏剧的大发展，酒楼演戏已经逐渐不

能继续适应公众的赏戏要求，茶园剧场得以发展。与酒馆酒楼相比，

茶园仅备清茶、点心和小吃以供消闲，更适合观赏戏曲。茶园剧场

于清乾隆年间在北京发端，到清末逐渐发展到东南沿海一带城市，

到同治光绪年间，上海已陆续建成茶园数十家，多开于当时外国租

界内，集中分布在宝善街一带（今广东路、福建路附近），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这里曾是上海的娱乐中心，戏院、茶楼、酒楼等

林立。1851 年，三雅园（人称“老三雅”）在当时的南市四牌楼

附近建成营业，这家茶园通常被认为是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质的茶园，

但是直到 1871 年红桂茶园开业，才正式以“茶园”这一名称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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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园分布（作者自绘） 上海茶园剧场建成数量纵向比较图解（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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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1]。由于上海的茶园剧场来源于北京茶园的传播，故这一时期又

被称为上海剧场的“京化时期”[2]。

据统计，从 19 世纪 50 年代自北京引入，到 20 世纪初衰弱下

去，上海共出现了近 120 座茶园剧场 [3]。从图示可以看出，上海

茶园剧场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发展达到高峰，这 20 年间总建成

茶园近 60 座，占上海 1850 年代到 1920 年代建成茶园总数的一半

左右。20 世纪 10 年代开始，受到西式剧场的冲击，新建茶园剧场

数量急剧减少，1915 年在四马路（现福州路）建成的贵仙茶园成

为上海最后一座茶园剧场。

2  舞台时期的上海观演建筑

19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以上海为起点，西式剧场开始在内

地传播，对当时盛行的传统茶园剧场造成巨大冲击，由此上海经历

了由中式茶园剧场向现代观演建筑发展的过程。上海开埠后，随着

开辟租界， 1866 年（清同治五年），“上海西人业余剧社”（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简称 A.D.C 剧团）在诺门路、圆明

园路路口建造了兰心大戏院（Lycenm Theatre），这是上海也是

中国内地出现的第一家西式剧院。兰心剧院初建时为欧式木结构，

1867 年 3 月进行了首演。这些早期的西式剧院为中国观众了解西

方观演剧场打开了一扇窗口，使华人意识到茶园剧场和西式剧场在

观演环境上的巨大差异。

1908 年建成的新舞台标志着上海剧场发展进入了舞台剧场时

期，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才告结束。新舞台建成后，不仅新

建的剧场效仿，一些旧式茶园剧场也通过改建舞台以适应布景和舞

台设备的需要。由于舞台剧场对舞台的改革最具特色，开始有了镜

框式舞台、舞台机械、舞台灯光、舞台布景等西式剧场的典型特征，

舞台成为剧场最可宣传炫耀的地方，故这一时期建成的很多剧场都

以“舞台”命名。舞台剧场废除了茶园剧场影响演出的一些陋习，

观演过程变得更井然有序，也使得观众和演员交流更为密切。 

新舞台是上海舞台时期最重要的一座剧场，从摄于 1918 年的

照片来看，新舞台仍然保持了传统戏台上下场门的格局，舞台中央

正对观众厅，悬挂着“守旧”（传统戏曲演出时所用的台帐和作为

舞台背景使用的底幕，幕上绣有各种装饰性图案），两侧是上下场

门，演员从这里出入，这样的布置可看出新舞台还带有传统戏园的

痕迹，这也与其经常上演传统戏曲有关。

舞台时期上海另一座代表性的剧院为大新舞台，其位于福

州路、云南路转角，坐西南朝东北，始建于 1925 年，1926 年 2

月建成开幕，由英籍建筑师设计，建筑为 4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占地面积约 2 000 余 m2，建筑面积 6 207m2，其中演出使用面

积 3 602m2。屋顶呈拱形覆盖整个观众厅。原建筑为圆形，舞台

凸出半圆形大台唇，延伸至观众厅 4.5m，具有早期舞台剧场的

典型特征，符合当时传统戏曲的表演特点。

1929 年，“大新舞台”改称为“天蟾舞台”，盛极一时，旧

时有“不进天蟾不成名”之说。现在的天蟾舞台隶属于上海京剧院，

是上海唯一一家戏曲专用演出剧场，以京剧演出为主，辅以其他戏

曲剧种演出，年均演出四百余场。

3  戏院时期的上海观演建筑

20 世纪 20~40 年代，西式剧场的设计原理被较为准确系统地

运用到上海观演建筑的设计中，这一时期的剧场设计确立了镜框式

舞台剧场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是上海商业性剧场最为繁荣的时期，

被称为上海剧院的“戏院时期”。西式剧院不仅成为观众观演的首

选，对剧场主来说，更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这一时期上海观演建筑的发展受到电影产业发展的影响，据

 新舞台的镜框式舞台（1918年摄）

 表1 大新舞台观众厅基本资料（1965年测）

表2 留学归国的重要建筑师在上海的观演建筑实践（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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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截至 1937 年，上海华界地区和租界地区已有电影院 44 家，

每家影院平均座席数为 993 个 [4]。很多戏院除了演出戏曲还同时

放映电影。

此时建筑新技术的应用和技术力量的壮大为戏院建筑的发展

奠定了技术基础。自 1908 年开始使用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到

20 世纪 30 年代，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与钢框架结构在上海建筑中

的应用更普遍，钢筋混凝土无梁楼盖结构也被大量应用于公共建筑

当中，新的施工机械、施工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建造。

建筑师队伍迅速壮大，除了通和洋行、马海洋行、新瑞和洋行、

公和洋行、邬达克洋行、哈沙德洋行、德和洋行等影响很大的外籍

建筑设计机构，1920 年代以后，大批留学西方或东洋的中国建筑

师陆续学成回国开业，截至 1936 年，上海注册登记的 39 家建筑

师事务所中，中国建筑师已占 12 家 [5]，上海的建筑师队伍大为加强。

这一时期留学归国建筑师剧场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范文照设计

的南京大戏院和美琪大戏院。

南京大戏院位于八仙桥爱多亚路 523 号（现延安东路 523

号），民国 19 年（1930 年）3 月开幕，为全国第一座音乐厅。

留美建筑师范文照、赵深设计，南京戏院正面门楼为 4 层，其余

为 2 层，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占地面积约 1 382m2，建筑面

积约 3 800m2，建筑为西欧古典主义风格，观众厅分上下 3 层，

共 1 500 多坐席。

该剧场初以放映电影为主，20 世纪 30~40 年代，一些国外著

名的音乐家相继在南京大戏院演出。

美琪大戏院位于上海江宁路 66 号，建于民国 30 年（1941 年），

由范文照设计，建筑为装饰艺术风格，占地面积 2 612m2，建筑面

积 3 357m2，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戏院观众席共 1 597 座，分

2 层。美琪大戏院在当时有“远东最先进的艺术影宫”之称，在上

海近代观演建筑中有重要地位。

南京大戏院 南京大戏院（更名上海音乐厅）现状

表3 南京大戏院（1930年）基本资料（作者整理） 表4 美琪大戏院（1941年）基本资料

美琪大戏院 美琪大戏院观众厅

建筑7-8月合刊-ok.indd   36 12-8-11   上午9:26



    37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国外建筑师观演建筑实践有邬达克设

计的大光明大戏院、鸿达洋行设计的国泰大戏院，以及新瑞和洋行

设计的兰心大戏院等。

大光明大戏院始建于 1928 年，1933 年由邬达克设计并重建。

大光明大戏院经过重建后，门面移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216号）。

成为一个设有剧场、咖啡厅、舞厅、弹子房等的多功能综合剧场。

这座戏院坐北朝南，具有典型的美国装饰艺术建筑风格，采用钢筋

混凝土结构。戏院占地面积 4 016m2，建筑面积达 6 249.5m2，总

2 层，连同招牌总高为 30.5m。当时的大光明大戏院在远东地区影

院中独占鳌头，被称为“远东第一影院”。

1926 年 1 月，兰心剧院的土地权与房产权被卖掉，1931 年

A.D.C 剧团在法租界的迈尔西路蒲石路（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

重新购地并将兰心剧院重建。新建的兰心剧院聘请新瑞和洋行建筑

师覃维思和蒲六克（Davies and Brooke）设计，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府邸式建筑风貌，此后兰心剧院经过了数次

改名与改建，一直到 1991 年恢复“兰心”旧名。

戏院时期上海的观演建筑延续了商业性剧场的特点，以商业

利益最大化为动力。19 世纪下半叶，随着租界人口日益增多，八

仙桥一带（包括现在的金陵中路、永善路、龙门路）人口逐渐集中

起来，形成上海老区的一个商业中心，渐渐有人在这里搭台唱戏，

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这里先后出现了大世界游乐场、恩派亚大戏院、

南京大戏院、黄金大戏院、恒雅甬剧场等，成为上海剧场的集中地。

1962 年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简史》记道：“上海西

藏路附近集中了全市三分之一的剧场”。

20 世纪 20~40 年代，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催动下，上

海观演建筑取得空前的发展，上海更进一步成为当时全国的戏曲文

化中心，上海观演建筑在这一时期达到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发展高潮，

并对我国后来的剧场设计及上海的观演建筑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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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明电影院设计师邬达克 大光明电影院 大光明电影院平面简图（作者自绘）

兰心大戏院现状

表5 新兰心剧院（1931年）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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