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文化的第一声号角

蓬莱大戏院首演《保卫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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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依稀是那铿锵的保卫卢沟桥、激荡的旋律遥遥响彻云霄，依稀是那斑驳的蓬莱大戏院，而今是记忆中抗战文化的第一声号角。这里有过崔嵬、
阿英、于伶的书稿，也响起过洗星梅、周巍峙的曲调。 无论是沈钧儒观赏过的戏剧，还是郭沫若浏览过的海报，这里的一砖一瓦定然风云入驻，这里的一歌
一曲永葆炎黄情操。虽然这里早就是安居乐业、云淡天高，虽然这里的街坊老少祥和、阳光普照，但，即便是歌与舞中也一定是血与泪的悠悠颤动、富与强、
国与家……的坚定燃烧。 当你走过学前街的 111 号，那种应有的民族自豪，那种血洗的救亡浪潮，让我们穿越了时空多少……

蓬莱大戏院， 由近代无锡籍著名实业家
医仲谋出资建造， 坐落在蓬菜市场对面学前
街，1930 年 1 月 18 日落成开业，是当时南市
两个放映电影的场所之一， 兼演戏剧。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中国剧作家协会
于当月中旬成立并通过大会决议： 集体创作
话剧《保卫卢沟桥》。 剧本由崔嵬、阿英、于伶
等人编写，洗星海、周巍峙等人谱写歌曲，最
后由夏衍等整理定稿。 8 月 7 日，抗日题材话
剧《保卫卢沟桥》在蓬莱大戏院正式公演，洪
深、袁牧之、金山等人导演，金山、赵丹等上百
位著名演员参加演出，连演七场，气势磅礴，
震撼上海滩。上海解放后，蓬莱大戏院改为蓬
莱电影院，20 世纪 90 年代随旧城改造被拆
除，改建成沧海苑住宅楼。

20世纪 20年代后期， 爱国实业家匡仲谋在蓬莱
路以南、 中华路以东地区建造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集购
物、饮食和娱乐于一体的“蓬莱市场”，开设了蓬莱大
戏院、蓬莱书场和南方剧场等娱乐设施。蓬莱市场当时
闻名遐迩，人气鼎盛，生意兴隆。 由于蓬莱市场以弘扬
国货为宗旨，并开展过抵制日货活动，上海民众赞扬为
“爱国市场”。

蓬莱大戏院是一座砖木结构、设施简陋的戏院。屋
顶用铅皮加瓦片铺盖，观众厅座椅为木制长条靠背椅，
共设 768 个座位，幕布、灯光、音响等都较低档。 戏院
于 1930年 1月 18日建成开业，在《申报》上刊登《开
幕宣言》中称：“优美价廉，唯一模范大戏院。 ”次日，
蓬莱大戏院上映刚进口的美国环球影片公司的无声电
影《情海苹花》，用唱机伴音，银幕上加映中文字幕，成
为“有声电影”，观众倍感新颖，票房很好。为调节观众
口味，戏院兼演京剧、绍剧、文明戏等。30年代，筱芳锦
领衔的绍兴大班，曾在此长期演出。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文艺界人士以
戏剧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斗争。为唤起民众抗日救亡
的激情，一批戏剧、音乐、电影界的艺术家夜以继日，集
体创作了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崔嵬、张季纯、马彦
祥、王震之、阿英、于伶、宋之的、姚时晓、舒非等 17 人
执笔编剧，冼星海、周巍峙等谱写歌曲,�由夏衍、郑伯
奇、张庚、孙师毅整理，金山、赵丹等参加演出。 七七事
变后的一个月，《保卫芦沟桥》 于 8 月 7 日在蓬莱大
戏院公演。

在轰轰烈烈抗日救亡形势下，加之众多明星参演，
观众异常踊跃，原定演出 6 场，应观众强烈要求加演
了 8场，14场全部爆满。 为欢迎著名作家郭沫若由日
本回到上海，以及慰问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
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君子”出狱，还加演了专
场。 演出时，台上台下不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口号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卢沟桥”“日本侵略者滚
出去”，把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推向高潮。 刚满 17 岁
的周璇出演一个不起眼的群众角色，但她认真表演，一
丝不苟。 没有戏的时候，她坐在闷热拥挤的后台，时而
伴唱，时而同呼口号。

演出的第七天———8 月 13 日， 当演到第三幕时，
忽然传来淞沪战争爆发的消息，整个戏院沸腾起来。舞
台上停止了演出， 几十位演员和成百上千的观众一起
涌出戏院大门，汇入抗日游行的滚滚人流中。 当时《申
报》 发表评论说，《保卫卢沟桥》“是一颗掷向民众深
处的爆烈弹，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他们
的热血”。

上海沦陷后后， 日军焚毁蓬莱市场并占领蓬莱大
戏院。 1942年蓬莱大戏院改作军用皮鞋厂。 抗日战争
胜利后，匡仲谋后裔匡宝莹收回戏院，恢复影剧业务。
1952年 12月，上海市文化局接管蓬莱大戏院，改名为
蓬莱电影院，专门放映电影。1956年，由蓬莱区文化科

管理。 1960年，蓬莱、邑庙两区合并成立南市区，蓬莱
电影院成了南市区的主要影院。

1967年， 砖木结构建筑翻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
戏院占地面积 1292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675 平方米，
其中观众厅 732 平方米， 有 747 只航空式沙发椅；休
息厅 166平方米，附设录像厅、咖啡厅等。 为提高放映
质量， 蓬莱电影院试验成功放映自动化控制系统，
1983年获文化部颁发的科技革新四等奖。 1984年，蓬
莱电影院安装立体电影设备，放映国产立体影片《侠
女十三妹》时，连续满座 21天，创票房新高。 1989年，
蓬莱电影院改建为宽银幕影院， 新增四声道立体声音
响，成为南市第一家甲等放映技术特轮电影院。

随着电视的普及和人们审美的多元化， 电影业日

渐萧条。90年代后期，在旧城区的改造中，蓬莱电影院
被拆除。然而，这里首演《保卫卢沟桥》，激励人民的抗
日斗志，将永载中国剧院和话剧的发展史册。

（上海黄浦、区档案局）

蓬莱大戏院戏单

1937年 8 月在蓬莱大戏院上演《保卫卢沟桥》剧照

20世纪 90 年代的蓬莱电影院

孩子歌咏团在蓬莱大戏院演唱抗日歌曲后合影

《保卫卢沟桥》宣传单

1937年 9 月戏剧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保卫芦沟桥》剧本

蓬莱电影院原址建高档住宅区沧海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