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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国铁集团北京局北京客运段京丹 （东） 车
队值乘的 K27/28 次列车，迎来了开行 70 周年的荣耀时
刻。这趟列车不仅服务着广大旅客，而且发挥着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70年来，一代代京丹人用汗水谱写着‘人民铁路为
人民’的时代主旋律……”K27/28次列车餐车被装扮一新，
车窗上贴着京丹车队70周年的标志，列车长李思文指着车
厢内一幅幅老照片介绍着“红旗列车”的光辉历史。

北京至丹东K27/28次列车，前身是1950年开通的北京
至沈阳 1/2次；1954年 5月 21日，从沈阳延伸至安东（今丹
东），改为13/14次，同年6月3日，列车开始肩负起中朝国际
联运任务；1959年6月11日，13/14次变更为27/28次；1981
年10月11日，27/28次列车变更为K27/28次，沿用至今。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伴随着这首《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当年这趟列车就奔驰在抗美援朝的最前
沿，担负着运送志愿军战士和战略物资的光荣使命。

作为一支曾经饱受血与火锻造、与共和国共同成长
的英雄车队，70年来，京丹车队红色基因始终在赓续传
承，“宁愿自己千辛万苦，不让旅客一时为难”的京丹精
神与时俱进，并在守正创新中生生不息。

“各位旅客，随着车轮的转动，我们的旅行生活开始
了，我们告别首都北京，27次快速列车，奔向祖国的北
方边境城市……”1982 年进入京丹车队的列车长杨勇，
曾多次在列车上为旅客广播这段话语，时隔多年，他依
旧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70载岁月流转，K27/28次列车再次启程，迎接全新
的故事篇章。

京丹车队大力打造“魅力京丹·乐享安途”服务品
牌。“如今旅客的乘车期待在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要从细
节入手，全力满足多层次需求。”李思文微笑着说。如今，
车上提供母婴服务室、就医线路指引卡和“常旅客登记”服
务，为旅客打造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乘车体验。

作为一趟承载抗美援朝历史的红色列车，京丹车队
也将红色景点和故事的传播融入旅途。列车长石新礼
说：“我们会向旅客发放红色旅游宣传卡片，介绍丹东抗
美援朝纪念馆等信息。”车队以列车为平台，让列车成为
传播抗美援朝精神的流动驿站。

“夕发朝至”是K27/28次列车的一大特点。列车每天
在夕阳余晖中从首都北京始发，穿越天津、唐山等京津冀
核心城市，迎着朝阳抵达辽宁丹东，全程1103公里，途经8
座重要车站。“夕发朝至的列车既节约旅客的时间，又节省
了夜晚住宿的开支。”石新礼认为这一特点为旅客带来了
诸多便利。

会馆有戏

在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大街东侧，沿三里
河河道走去，不仅能看到老北京的朱门黛
瓦、胡同风情，还能欣赏“江南水乡”的青
砖石桥、柔美水景。一路向东，走进青云胡
同，拥有 400 年历史的颜料会馆就坐落于
此。这座会馆由山西省颜料、桐油商人于明
代所建，历史上，这里就是一处集祭祀与观
戏为一体的汇聚之所。如今，走进颜料会
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传统戏台，好戏仍在
这里上演。

观众落座，快板大鼓齐响，灯光亮起，
台下正对着舞台的一扇大门打开，演员从门
中走出。在座的观众一时成了“剧中人”，跟
随着演员的步伐穿越到了旧时的颜料会馆，
老弦师弹起弦子，大鼓书唱起来，观众也被
招呼着看拉洋片。这是沉浸式曲艺剧 《南城
记忆之“老门神”》 在颜料会馆上演的精彩
场景。

该剧目包含牛骨数来宝、拉洋片以及单
弦、大鼓、相声、快板等 9 种曲艺形式；并
且充分利用颜料会馆的空间布局，会馆的主
舞台、楼梯，乃至观众席之间的过道都是表
演场地；不仅如此，演出还设计了多轮互动
环节，每位观众在演出开始前都能拿到数枚
铜钱，在演出过程中可以打赏自己喜欢的演
员，还原旧时代曲艺人和观众互动的情形。

“没有想到传统曲艺演出也能这么有
趣！”文女士来北京旅游，偶然间在社交平台
上看到了颜料会馆的介绍，特意抽出时间来
看了这场戏。当前，这里的演出主打“民
乐+”的创意编排，融合京剧、唢呐、舞蹈
等多种形式，时尚元素与历史积淀结合。

而在 15 年前，颜料会馆还因缺乏管理，
杂草丛生、外形难辨，2010年才通过保护性
修缮，恢复原有形制。直到 11 年后，随着

“会馆有戏”首场演出的成功上演，400年的

戏台才再续弦音。
会馆是北京城市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古

都文化开放融合、生生不息的重要见证。
2021年，北京市研究制定 《关于推动文艺院
团演出进会馆旧址的工作方案》，推出“会馆
有戏”系列活动，促进文化空间资源与文化
内容资源有效对接。在这一政策推动下，一
座座会馆焕发新生。

不同于颜料会馆生活味儿十足的演出风
格，对于坐落于北京市前门西河沿街银号会
馆内的正乙祠戏楼，总经理张鹏希望将其打
造成古戏楼界的“国家大剧院”。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整体木质结构的
室内剧场，正乙祠戏楼被誉为“中国戏楼活
化石”，梅兰芳、谭鑫培、王瑶卿等京剧名角
儿都曾在此献艺。历经数年修缮，正乙祠戏
楼在 2022 年 4 月重启，并借着“会馆有戏”
的契机，用“好戏”激活会馆内核，打造文
化品牌。

近日，被称为“观其复”版的新版昆曲
《怜香伴》 在正乙祠上演，不同以往的是，
此次演出，《怜香伴》 采用“无麦场”的体
验模式，演员身上没有任何麦克风设备，深
度还原 300 年前演出的情景，塑造原生态、
沉浸式的观演体验。“太奇妙了，第一次听
没有麦克风的演出，感觉戏曲本身的韵味通
过这样的方式体现得更明显了！”观众李女
士说。

当前，除驻场大戏“观其复”版昆曲
《怜香伴》 和 《墙头马上》，还有经典昆曲剧
目 《狮吼记》，京剧 《惜娇》《河东狮吼》 等
都会在此上演。同时，舞剧 《幻茶谜经》 等
带有西方色彩的艺术形式也走入古戏楼，东
西方文化在此交流，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奇
妙感受。对此，张鹏表示，希望未来人们来
到这里不仅仅是看一座拥有 300 多年的古戏
楼，还应从中体验到更多中西结合多元文化
与新潮流的碰撞。

在古戏楼里演出，也给演员们带来了不
一样的体验。《幻茶谜经》 导演赵梁介绍，

这一作品在很多地方都上演过，去年还去过
俄罗斯，“但在正乙祠演出是天作之合，戏
楼的古色古香为这出剧增添了一种独特的
观感。”

守正创新中，老戏楼也在寻求新变化。
除日常演出外，正乙祠还会组织戏曲公益讲
座、文化沙龙以及与传统文化节日有机结合
的民俗体验活动等，让观众全方位感受到戏
曲文化的独特魅力。

会馆有展

出了虎坊桥地铁站，再步行 200 余米，
就能看到石墙上用 6 个烫金大字写着“北京
湖广会馆”。始建于 1807 年，湖广会馆见证
了时代风云，保存了城市记忆，是北京现存
拥有戏楼的重要会馆之一。

今年1月5日，历经一年半修缮的北京湖
广会馆正式亮相。纱幔影影绰绰，场灯渐
暗，聚光灯亮起，为湖广会馆量身定制的沉
浸式驻场戏剧 《湖光洄梦》 伴着琴音上演。
随着戏中人的脚步，观众也在戏台、后台、
观众席以及两处庭院中移步换景。如今，湖
广会馆结合古戏楼与国粹京剧艺术，打造

“三台两院”演艺新空间。
“要让湖广会馆焕发生机，离不开古典意

蕴与当代表达的有机结合”，湖广会馆负责人
王学伟介绍，“我们还通过展览、研学、美
食、茶饮等多业态并行，营造文物活化利用
新场景。”

融合数媒技术与光影艺术，湖广会馆依
托“北京戏曲博物馆”推出两大特色展览，
再现京剧历史上的经典剧目和名角风采，打
造沉浸式观展体验。京剧名家穿过的戏服、
戴过的盔头、用过的折扇……进入展厅，就
如同走进了京剧的历史长河。

热爱戏曲艺术的杨女士在参观时说：“让
我惊喜的是这里有可以互动的工笔写生戏画
像《同光十三绝》。我刚刚点击了互动屏幕上
的伶人头像，就可以看到生平介绍，画面中

的名伶还会‘开口’表演自己的代表剧目念
白。”通过数媒技术，这些名伶跨越了时空距
离，再现当年的绝代风华。

结合湖广会馆特有的环境与历史文化，
这里开展了面向国内外艺术爱好者的高端大
师班、亲子工作坊，还在保留茶楼原有茶歇
功能的前提下，打造了国风茶饮会客厅。

不同于湖广会馆致力于构建集戏楼、展
览、茶室、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场所，
临汾会馆更注重在烟火气中留住乡愁。

走到前门草厂三条与西打磨厂街交会
处，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临汾会馆映入
眼帘。大槐树下，青砖朱门，这里用三进四
合院打造出了一方留住乡愁的温暖空间。

临汾会馆始建于明代，距今逾 400 年，
由山西临汾旅京商人共建。2017年，经过适
度开展产业化利用，一度沦落为大杂院的临
汾会馆重获新生，成为北京首家“北京会馆
文化陈列馆”。

走进陈列馆，一系列展板和实物，讲述
了会馆与北京 600 多年的渊源。临汾会馆里
面的“桑梓之情——北京会馆文化展”是很
鲜见的以北京会馆文化为主题的展览，总面
积约 800 平方米。通过这里展示的各地方
言、习俗和美食，就能想象当年各大会馆
中，异乡人“北漂”奋斗之余，倾诉乡愁的
场景。

从最开始的试馆、同乡会馆，到后来的
行业会馆，会馆不仅承载着商业交流和服务
的功能，更是文化的交汇地，集祭神、演
剧、联谊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展览中提及的
诸多名人趣事，都曾在这里发生。一坛杏花
村酒，一杯飘香的乡茶，就让人仿佛回到了
自己的故乡。

“某种意义上，一座会馆就是一个展示地
域文化的活态博物馆。”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
馆长张勇介绍。

在几百年的会馆历史中，无数赴京的外
乡人在此说家乡话、听家乡戏、吃家乡饭、
拜家乡神。会馆在演变历程中所承载的历
史、文化与地方记忆，在时代变迁中焕发出
新的活力。

戏园焕新

老北京的文化遗存，除了会馆，还有戏
园。不同于会馆和会馆中的舞台 （戏楼等），
戏园是旧时专供演出戏曲的场所，如今也被
称为戏院、剧院，除了演戏，还焕新承担了
更多的文化功能。

吉祥大厦矗立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
上，在这座大厦的七至八层，坐落着一座特
别的空中戏院——吉祥大戏院。

吉祥大戏院，其前身可追溯到1908年建
立的“吉祥茶园”，后更名为“吉祥园”，曾

坐落于王府井东安市场的东北角，与梅兰芳
大师渊源深厚，被誉为京剧的重要根据地。
1993年，因东安市场的整体规划，吉祥大戏
院拆除。2021年，吉祥大戏院在王府井重获
新生。

步入新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现代
感十足的金属“影壁”与纱质屏风，上面镂
空雕刻着“吉祥大戏院”，既古朴又典雅。透
过大厅的落地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府井
的繁华街景和远处故宫的飞檐翘角，古今交
融的景象令人陶醉。剧场内，古色古香的藻
井上绘有精美的彩绘，特别加入了寓意吉祥
的图案，与戏院名称相呼应。

日前，吉祥艺术课堂——京剧 《伍子
胥》 导赏活动在吉祥大戏院展开。舞台上，
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生演员谭筱羽深入浅
出地讲解京剧演唱的精髓：“京剧演唱中每一
个字的字音，要包含字头、字腹、字尾，其
中字头有力、字腹饱满、字尾归音。”她边讲
解边示范，几句悠扬的戏词令台下观众听得
如痴如醉。

“吉祥艺术课堂”系列活动是戏院精心打
造的品牌项目，旨在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国
粹，让观众感受到优质戏曲文化的熏陶。此
外，课堂采用全程网络直播技术和短视频模
式双配合，大大拓展了文化艺术的传播边界。

“走进吉祥大戏院，仿佛回到了那个京剧
盛行的年代，同时会有一种既传统又新潮的
感觉。”一位老戏迷说道。

吉祥大戏院 3 公里外，在大栅栏商业
街，一座“古城门”风格的建筑映入眼帘，
门楼中间金字写着“大观楼”，左侧写着“影
戏”，右侧写着“茶园”，门外摆放着“中国
电影之父”任庆泰半身铜像。如今名为“大
观楼影城”的这方天地，当年不仅演出戏
曲，还曾是“中国电影诞生地”——大观楼
影戏园。

大观楼影戏园由任庆泰创办，曾兼营
“丰泰照相馆”。1905年，任庆泰邀请京剧演
员谭鑫培在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谭鑫培在
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段。同年
12月，影片在前门大观楼影戏园放映，尽管
电影没有任何镜头变换，没有色彩和声音，
放映后仍然轰动京城。这便是中国人自己摄
制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标志着中国
电影的诞生。

如今这里不仅像普通影院一样放映电
影，作为中国电影诞生地，还承担着展览展
示的功能，观众透过展览，可以想象当年第
一部电影诞生的情景：谭鑫培身着红色戏
服，面戴髯口，手持大刀，完美诠释着京剧
中威武的黄忠形象。身前，一位照相技师用
手摇木壳制摄影机对着他摄制，一位导演则
在一旁认真把关，将谭鑫培的京剧表演完美
地搬上银幕。

京丹车队：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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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与列车合影

老北京文化遗存焕新故事

漫步京城会馆戏园
严 冰 李欣然 杨林娜 朱嘉乐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北京的会馆和戏园

（旧时称专供演出戏曲的场所） 承载着人们的乡愁，

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漫步在北京的大街小

巷，不仅能感受到现代都市的繁华与活力，更有机

会走进会馆和戏园，体验一种别样的演出形式。

为了进一步推进会馆旧址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利

用，推动文物活起来、火起来，北京市已确定了7个

会馆旧址作为“演出进会馆”承载地，立足会馆特

色，搭建地域文化交流展示平台，众多会馆和戏园

集体“上新”。

2023年，北京推进“演艺之都”建设，继续打

造“大戏看北京”“会馆有戏”等重点品牌活动，先

后有百余部精品剧目和影片在线上线下进行展演、

展播、展映，总观看人次超过3800万。

让我们一起漫步京城会馆和戏园，体验北京的

文化记忆，感受古都文艺的新故事。

▼▼颜料会馆里上演沉浸式北京曲剧颜料会馆里上演沉浸式北京曲剧《《茶馆茶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鞠焕宗摄摄

▲▲大观楼影城大观楼影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冰冰摄摄

▲正乙祠戏楼。 杨林娜摄▲▲正乙祠戏楼正乙祠戏楼。。 杨林娜杨林娜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