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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楼今不在 犹闻古曲声
戏楼后街改造留住了文化记忆

2017年8月14日 星期一 责编：苏艳红人文沙澧06

戏楼后街位于市区顺河
街街道，全长近 1000 米，
属于典型老城区居民小
巷。虽说戏楼后街不宽，
又是老旧社区，但是通过
特色街道建设，进一步挖
掘了历史文化内涵，戏楼
后街焕然一新，不仅改善
了居民居住环境，还再现
了戏楼后街的历史风韵。
相传戏楼后街是因位于戏
楼后面而得名。转眼多少
年过去了，曾建于十字街
西北角上的戏楼早已不存
在，然而在戏楼后街一带
仍流传着很多有关戏楼的
故事。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为何叫戏楼后街

“因为当时这条街在戏楼的
后面，所以命名为戏楼后街。
当时这里一到有节气的时候，
十里八乡的人都来听戏。”今年
88岁的代新城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戏楼，又叫
戏台，是供演戏使用的建筑。
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出场地，种
类繁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有不同的样式、特点、建造规
模。就其分布来看，也极为广
泛，从城市到农村，从平原到
山区，大凡有人群聚集的地
方，几乎都设有或大或小，或
今或古，或繁或简的戏楼。当
时，每次有演出，都会有不少
人前去观看。中国 戏 曲 可 称
为“戏楼文化”，戏楼构成了
传统戏曲演出空间，形成了
人们特有的戏楼戏剧观演场
所。

中国的戏楼有其独特的建
筑特征： 戏楼三面敞开，一面
留作后台，舞台台面空间简
单，但外延空间较大。戏楼的
空间处理具有空灵通透的特
点，广场、厅堂、厢房、回廊
等都可以融入观演空间。

据 《寨 内 村 志》 记 载 ，
这个戏楼始建于明朝万历年
间 。 戏 楼 建 在 十 字 街 西 北
角，是当时的戏曲文化聚集
地和表演地。

“小时候，我经常跑去看
戏。当时在居民区建有一座坐
南向北的戏楼，因街在戏楼背
后，来往行人从戏楼东、西两
边绕过，故改称今名，戏楼在
新中国成立后拆除。东大街以
前不是这个名字，东大街位于
戏楼西边，那个时候叫戏楼西
街，后来才为东大街。”代新城
告诉记者。

“以前，街道两侧皆为居
民区。居住密集，多为砖木结
构 的 瓦 房 ， 间 有 平 房 和 草 房
等，居民以工商业为主。附近
有电机厂、鞋厂等几个厂，那
个时候，汽车很少，人们下班
都是步行回家，街上的人特别
的多。”81岁的党富安说。

党 富 安 说 ：“ 那 个 时 候 ，
大家住的基本上都是公房或者
瓦 房 ， 谁 家 有 钱 了 ， 就 盖 房
子 。 过 去 ， 这 一 条 路 是 煤 渣
路，因为这附近地质是半沙地
质，别看是煤渣铺的路，下雨
也不会有坑。”

如今，走在戏楼后街，两
边都是居民自己建起的楼房。

“现在楼房越来越多，但街道
还是那么的繁华。”80 岁的赵
树清说。

“ 在 戏 楼 没 有 拆 的 时 候 ，
一到节气。我们这一条街都是
热闹的，各种卖东西的小贩都
来了，还有十里八乡的人们都

来这儿看戏。我记得小时候，
一 到 戏 楼 有 戏 ， 我 就 不 上 学
了，跑着去看戏。因为去了，
孩子们除了可以看戏，还有东
西吃。”代新城说。

代新城说：“当时，特别
是 到 过 年 的 时 候 ， 人 山 人 海
的 ， 孩 子 们 都 会 跟 大 人 一 起
去 看 戏 。 平 时 ， 戏 楼 没 有 演
出 的 时 候 ， 我 们 小 孩 儿 都 会
去 戏 楼 上 玩 。 对 于 土 生 土 长
的 老 人 来 说 ， 戏 楼 总 能 勾 起
童 年 的 回 忆 。 如 今 ， 经 过 整
治 后 的 戏 楼 后 街 ， 留 住 了 城
市 记 忆 ， 让 历 史 故 事 和 积 淀
都呈现了出来。”

记者走在戏楼后街，街道
两 边 是 整 齐 归 一 的 居 民 楼 ，
还 有 一 些 商 户 穿 插 在 居 民 楼
房 之 间 。 来 到 戏 楼 旧 址 前 ，
现 在 附 近 已 经 被 两 层 的 居 民
楼取代。“听老一辈儿讲，以
前，这个地方就是戏楼。”居
民张女士说。

承载时代记忆的老街道

记者刚走进戏楼后街，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铺 设 一 新 的
道 路 ， 灰 色 的 砖 瓦 、 洁 白 的
墙 壁 以 及 悬 挂 的 戏 曲 脸 谱 仿
佛 都 在 述 说 戏 楼 后 街 浓 厚 的
文化故事。

记者注意到，戏楼后街两
侧 的 墙 壁 上 ， 悬 挂 着 不 同 内
容的宣传画，西面墙壁是戏曲
脸谱、戏曲发展历程、里程碑
及名曲名角和相关的戏曲派别
介绍。东面墙壁是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宣传版面、图说社会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学 习 雷 锋 精
神、漯河市民文明公约、邻里
守望好家风等内容。记者了解
到，戏楼后街以“娱悦戏楼”
为特点，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渗
透到现代城市生活中。

据了解，顺河街街道党工
委专门派驻工作组进行走访调
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挖
社区文化资源，利用其浓厚的
戏曲文化底蕴，着力把戏楼后
街打造成具有文化特色和“一
巷一品”的特色小巷。

“戏楼后街以戏楼得名，为
了体验戏曲文化，社居委打造
了戏曲文化一条街。你们看，
戏曲文化知识一一都体现了出
来。走在戏楼后街，就像进入
了古韵的宅楼，同时，也反映
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博大。”居民
高女士说。

戏楼后街的居民大多是老
住户，有的已经在这儿居住了
半 个 世 纪 。 整 治 后 的 戏 楼 后
街，让这里的老居民们仿佛开
启了尘封的记忆。如今的戏楼
后街环境优美、道路整洁，东
西墙体新颖、宣传氛围浓厚，

营造了“一巷一主题，一步一
文化”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氛
围，整治效果深受居民好评。

戏楼后街社居委主任王锐
敏介绍，戏楼后街之所以被打
造成“娱悦戏楼”的特点，跟
它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

“因为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座古戏楼，这一
条街就是在戏楼的后面，顾名
思 义 就 叫 戏 楼 后 街 ， 所 以 在

‘创文’的同时把这一块儿历史
给它挖掘出来，将戏曲脸谱、
戏曲文化和‘创文’结合到一
起，打造出这样一道街。”

王锐敏说：“在整治这条街
道前，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利
用晚上或者周末到居民家中，
向年龄大的叔叔阿姨了解戏楼
背后的故事，并挖掘戏楼背后
的文化故事，费了不少工夫才
把这条街打造出来。”

“俺都非常高兴，戏楼后街
是一个旧城寨，现在走在这条
街上，能领略历史与现代交融
之美，我们这些居民人人都很
满意。戏楼后街挖掘的不仅是
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更是一
种人文精神，这些代表着一段
珍贵的历史印记。”居民刘大爷
说。

城市的灵魂在于文化，一
座戏楼，记录着中国戏曲数百
年来的兴衰沉浮，也是戏楼后
街的历史印记。虽然戏楼已不
再 ， 但 它 的 历 史 文 化 依 然 存
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
交相辉映、和谐共生，戏楼后
街也正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展
现 出 它 的 无 限 魅 力 和 勃 勃 生
机。

打造戏曲文化一条街改造后的戏楼后街。

戏曲脸谱墙让街道充满传统文化氛围。

干净整洁的戏楼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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