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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会馆 霓裳同咏

如果你是票友，爱听戏，那么一
定知道湖广会馆大戏楼。“湖广”二
字始于元代的湖广省，1376 年后专
指两湖之地。这所由湖南、湖北两省
旅京人士为联络乡谊而创建的同乡会
馆，起初主要用于同乡寄寓或届时聚
会。清朝的两湖举人需经涿州，北过
卢沟桥，进广安门，才入住这里；而
今，从地铁7号线虎坊桥站下车，便
可直接到达。

据史料记载，乾隆嘉庆年间的历
任大臣都在这里居住过，如刘权之、
王杰等。孙中山先生曾五次来到北京
湖广会馆，在这里召开了国民党第一

次大会，宣布了国民党的成立，此后
多次在此召开党内会议。

许多梨园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
曾在此登台献艺，如谭鑫培、陈德
霖，京剧名票王直君等。湖广会馆有
着辉煌的历史，但经过百年的风吹雨
打，会馆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一
度变得残破不堪。

为了保护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资
源，有识之士开始修复北京湖广会
馆。1996年4月，修复工程竣工，同
年 5月 8日，北京湖广会馆大戏楼正
式对外开放。修复后的戏楼，博古彩
绘遍布四周墙壁，戏台上方为“霓裳
同咏”匾，抱柱楹联长达一丈六尺，
上联写“魏阙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
庭云梦”，下联配“康衢偕舞蹈宫商
一片依然白雪阳春”。重修后的会馆
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整体建筑古
朴幽雅、阁楼宽敞、雕梁画栋、曲径
通幽，以其特有的古朴与典雅成为北
京南城一道靓丽的风景。

访文昌阁 知戏曲史

进入湖广会馆，穿过茶馆，随即
所见的二层小楼便是北京戏曲博物
馆，名曰文昌阁。文昌阁门前有一口
名为“子午井”的水井。据介绍称，
史书记载，在子时 （零点）、与午时

（正午 12 点），从此井打上的水异常
甘甜，而其它时间井中的水皆为苦涩
的，故其成为子午井。

子午井两侧立有两座石碑，分别
由梨园名宿时慧宝和徐兰沅所书，记
载了梨园前辈为贫苦的同行购置义园
的 （坟地） 的过程及捐款数目。

馆中收藏很多梨园名流用过的实
物和道具，享誉海内外的“四大名
琴”，是京胡制作大王史善朋先生根

据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
艳秋、荀慧生四位艺术大师的嗓音条
件和演唱风格，量身定做的四把京
胡；京剧名家陈德霖先生当年进宫承
值的“内供奉腰牌”；张君秋、杨小
楼、李万春等诸多名家所用物品都汇
聚这里。

北京市民王先生来湖广会馆听德
云社相声，开演前踱步至文昌阁，他
向记者说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年
纪小，印象最深的是那几件巧夺天工
的戏服，那可都是名角穿过的。时隔
多年后再来，这些戏服仿佛还闪着
光，实在感触颇深。”

王先生指着展厅左侧一套戏服，
戏服底下的标签显示，这是京剧表演
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先生
生前所用。

馆藏还有珍贵的戏曲史料、文物
文献、音像资料等，譬如刚入展厅见
到的一幅照片，是 1926 年瑞典王储

在梅兰芳家中与梅兰芳先生的合影，
这是 2006 年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捐
赠戏曲博物馆的。这些资料详细地展
示了中国戏曲的发展轨迹。

品茶看戏 古今同享

了解过北京戏曲的历史后，再到
大戏楼边品茶边观看精彩的演出，可
谓其乐无穷。

近200年的历史沧桑，赋予了湖
广会馆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历史上
朝廷重臣纪晓岚、曾国藩，梨园泰斗
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还有革命
先驱孙中山先生等，都在此留下足
迹。

会馆在近代史上更是大名鼎鼎。
光绪年间，这里一时风云际会，在此
处下榻、清谈、饮茶、听戏的才子、
达人多为名动朝野之辈。尤以后来在
菜市口“引刀成一快”的谭嗣同以及
康有为、梁启超最为有名。

会馆古朴典雅，亭台楼阁掩映其
中，葱郁林木之间传出阵阵燕语莺
声。

大戏楼上演出形式多种多样：京
剧、昆区、曲艺、相声……观众席分
为上下两层，能容纳300多人，古香
古色的八仙桌整齐排列，观众们观戏
听曲品茶会友，时不时随手抓一把瓜
子，边磕边观赏，好不自在。

中华老报馆早有耳闻，也很想目睹它的真面目。今年5月中旬，朋友
告知，在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保定市的古莲花池，“中华老报馆”分馆开
馆，我慕名而去。

以传承历史文化为己任

走进布置一新的展室，中华老报馆名誉馆长、红军老战士王定国题
写的“中华老报馆”赫然入目。听冯艺馆长介绍，目前老报馆藏品为国
内个人收藏之最，其中有些藏品丰富和填补了中国历史的多项空白。馆
内藏有明朝崇祯时期、中华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
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年代的各种报刊杂志，
乃至图书、史料及与报纸有关的实物等藏品 8000多种，各种报刊 500多万
份；其中从未面世孤品多种，不同历史时期专题老报刊影像资料800余部。

报纸是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媒体，老报纸则记录了历史的变迁。中
华老报馆既是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载体，更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文化产品。
从经典藏品分类看，有晚清报刊系列、京报系列、中国新闻史系列、红
色报刊系列、抗日战争史料系列、晋察冀报刊系列、解放战争系列、新
中国国庆系列、红色文物系列、党的优良传统系列、人民日报珍品系
列，等等。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冯艺将与此有关的收藏列为重中之重，不
但藏品数量多，而且收藏到曾多年在人民日报社担任主要领导的邓拓同志
使用保密本书写的笔记，这是冯艺从北京潘家园市场一摊贩手中购买的，
后经邓拓亲属确认是真品。人民日报进北平后曾出版的 《北平新闻》，
1949年仅出版18期，其中刊登范长江手稿的《北平新闻》亦被收藏。

专注于收藏旧报的冯艺

冯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旧报纸的呢？他说，1999年的一天，他
在北京潘家园逛古玩市场，无意中看到一份 1949 年 4 月下旬的人民日
报，头版刊登“30万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的新闻。他自己出
生在部队大院，父母亲都是军人并参加过渡江战役，自己也曾入伍当
兵，看到这份报纸备感亲切，当即买下报纸，回到家看了一遍又一遍，
由此萌生收藏旧报纸的意向，以后一发不可收。他当年在北京收藏的时
候，仅收藏的报纸就有 10 个集装箱，相当于 100 吨报纸。数量如此之
大，不仅存放有困难，而且把自己以前做生意积攒的钱几乎全部搭进去
了。

在冯艺看来，收藏报纸既是一种乐趣，也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
因为收藏报纸事业有成，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报纸，
有的是转让售卖的，有的是寄来鉴定的，有的是赠送的。令冯艺感动的
是，一位老太太在她老爷子去世后，把老爷子生前收藏的几千份报纸无
偿送给他。他也逐步认识到，收藏旧报纸，还要不断学习，了解出版
史、印刷史、纸张史，比如，自己头脑里装有人民日报报道过的某些重
大事件，就容易辨别报纸出版的年份，收藏比较容易走捷径。

让老报馆实现自身价值

中华老报馆收藏报纸具有种类多、数量大的优势，目前已建成安徽
润泽东方老报馆、石家庄中华老报馆、保定中华老报馆分馆。

老报馆在安徽举办 《徽藏盛典》 活动，所收藏的“人民日报珍品系
列”，经海选、复选及组委会评议，荣获“安徽民间十大国宝”称号。在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老报馆的红色收藏参加了校园的“历史的天空”
展，展出红色精品报刊及红色文物约200余件，受到在校学生和媒体的关
注及好评。在北京农展馆，老报馆参加了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的“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党报党刊事业发展成就展”。

谈到今后打算，冯艺深有感触地说，他将根据老报馆收藏的诸多系
列专题史料，结合各地的不同景区特色，建设具有特色的专题分馆，如
新闻发展史馆、中国妇女服饰发展馆、中国体育百年馆、红色旅游馆等。

山 西 人 为 什 么 被 称 为 “ 老 西
儿”？

“西”实乃是“醯”的简化，发
音相同，“醯”本就是醋的意思。煤
炭、汾酒、老陈醋，这都是深深植
根于山西这片土地的东西。

“自古酿醋数山西，追源溯流在
清徐”。山西清徐被誉为中国醋都，
据史料记载，尧酿“苦酒”，也就是
醋，就在清徐。

据介绍，到了唐代，醋开始普
遍使用。南宋开始，以醋为主要调

味的菜肴大为增多。元明清诸代，
醋品种日益增多，达到数十种。

山西清徐的宝源老醋坊，始建
于明朝宣德三年，即 1428 年，距今

500多年历史，曾被明清两朝封为皇
家醋坊。宝源老醋坊博物馆在遗址
上重建。

走进宝源坊，一溜儿的明清建
筑，青砖灰瓦，古木雕刻。明清醋
坊的生产工艺、酿醋器具和服饰，
在此直观呈现。

在宝源老醋坊，游客不仅能参
观实景传统制醋工艺，累了还可以
吃吃醋点心、醋面包，品尝醋冰激
凌。

在 醋 的 故 乡 ， 吃 饭 无 醋 不 成
味，民间过去“家家有醋缸，人人
当醋匠”，老陈醋香馥浓郁，小米醋
绵香酸甜，柿子醋清冽酸爽，沙棘
醋满口生津。现在，醋也变高级
了，被制作成了醋保健品，甚至可
入药，有生发、美容、降压、减肥
之功效。

最近两年煤炭市场走低，吨煤
价格一跌就是好几百元。反观醋
企，风景这边独好。据说有个地方
召集企业家开会，愁眉苦脸的煤老

板们看着醋老板们自信满满，生了
嫉妒，“吃起醋”来。

山西老陈醋作为中国四大名醋
之首，工艺源自西周。据史料，到
明初，酿醋技艺上有了新突破，创
造出了“熏蒸”工序和“夏伏晒，
冬捞冰”的陈酿工艺。优质高粱、
大 麦 、 豌 豆 等 五 谷 ， 经 蒸 、 酵 、
熏、淋、陈等步骤酿成佳醋，食之
绵酸，回味悠长，越陈越香，过夏
不腐，入冬不冻。

据说，在醋没有诞生之前，人
们用梅作为调味之酸，梅浆即为最
初的醋。

根据酒醋同源的说法，酿酒初
期常常发生酸化，产生了食醋，并
逐渐成了独立的行业。

透过汉字，人们会惊喜地发现
中国文化的许多精妙所在。“醋博
士”们说：“酒多酿了21天就变成了
醋。”

果然，“醋”字的左半边刚好是
“酒”字的右半边，而“醋”字的右

半边又恰好是“二十一日”。
山 西 地 处 黄 土 高 原 ， 气 候 干

燥、温差较大，水土碱性大，而醋
的酸性正好能中和碱性，维持人体
内的酸碱平衡，或许这就是山西人
爱吃醋的原因。

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 （左） 参观冯艺 （右） 报展

中华老报馆

承载中国新闻文化
赵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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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接虎坊路，北临骡马市大街，完全区别于周围现代化建筑的北京湖广会馆，红砖绿瓦，雕梁画
栋，颇具王府风范，门前的广场上抽象的脸谱雕塑，则洋溢着民族文化的时代气息。北京戏曲博物馆
坐落于湖广会馆内，是北京市建成开放的第100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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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陈 醋 ， 陈 在 哪 儿 ？
——走进山西清徐宝源老醋坊

本报记者 周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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