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生活GUILIN EVENING NEWS
24 小时报料热线 2834000

编辑蒋金龙/版式设计钟涛/校对覃骥
2020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一 03

去年5月，桂林市规划局官网发布了《桂林市漓江剧院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公
示》，漓江剧院要拆除的消息马上引起了热烈讨论。近期，随着各行各业复工复产，漓
江剧院拆除工作启动，这座承载着无数人“舞台梦”的梦幻舞台即将正式与市民告别。

不过，漓江剧院的拆除并不是结束，一座新的漓江歌剧院正在漓江对岸崛起，这座
新的剧院也将接过漓江剧院的“衣钵”，继续点亮桂林文化的“灯火”。

西岸一座旧剧院正拆除 东岸一座歌剧院正崛起

“漓江剧院”要“飞跃”漓江

观察

据记者采访了解，漓江剧院作为桂林
的重要文化场所，有过相当辉煌的过去。

桂林是国内最早接待入境游客的 5 个
城市之一，名气响亮，很多外宾和游客都
来旅游，可是在开放初期，桂林并没有一
个可以向外宾、游客演出表演的专业剧
场，当时的桂剧院和广西省立艺术馆均无
法承接大型演出。当时一位中央领导陪同
一位外国领导人来桂林时，发现了这个情
况，回到北京后，便马上落实在桂林建一
座上规格的剧场。

最终，国家出资1000万元给桂林建设
漓江饭店和漓江剧院，分别是700万元和
300万元，超出部分由地方政府筹集，整
个漓江剧院建设费用为315万元。国家出
资帮桂林建宾馆和剧场这件事，当时在全
国的影响很大。

最初，漓江剧院所使用的设备均为国
产，在国内剧院中属于一流水平，其中灯
光操作器购买的是人民大会堂的“退役设
备”，其余的则全部是新设备。剧院观众
厅为2层，有1266个座位，舞台台口宽14
米，高8米，台深达到20米，加上升降乐
池有效舞台深25米。

1976年9月，在万众期待中，漓江剧
院正式启用，成为桂林第一个专业剧场。
在那个年代，全国大型的专业剧院并不
多，所以漓江剧院不仅在桂林有名气，在
全国的名气也比较大。

漓江剧院从建成开始，就发挥了为国
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表演、展示桂林风采
的重要作用，曾经接待过众多国内外知名
人士。

1982年至1992年，漓江剧院经历了最
辉煌的十年，在这期间获得了国家甲级剧
场的资质。辉煌时期，很多优秀的演出团
体都来桂林表演，比如美国杨百翰大学艺
术团、朝鲜人民军艺术团，还有国内知名
的中国东方歌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天
津歌舞剧院、武汉歌舞剧院、中国芭蕾舞
团、上海芭蕾舞团、广州芭蕾舞团、广州
现代舞团、辽宁芭蕾舞团等。

漓江剧院好剧不断，1980年，歌剧
《刘三姐》重新上演，一年可以演200
场，《天鹅湖》这类经典芭蕾舞剧每隔几
年也会在桂林上演一次。1980年甘肃歌舞
团来漓江剧院演出《丝路花雨》，场场爆
满。此外，漓江剧院每年也会出租场地给
各单位、企业举办活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大众娱乐活
动越来越丰富，漓江剧院开始受到市场冲
击，收益下滑严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开始，漓江剧院开始承包一些旅游演艺节
目，主要为游客表演，2000年表演《漓江
风情夜》，2004年表演《龙脊》，2008
年表演《大话西游》，2010年表演《龙脊
魂》。

从2012年至2019年，大型歌舞、杂技
演出《山水间》开始在漓江剧院固定上
演，这也是漓江剧院拆除前的“最终剧
目”。

今年3月底，漓江剧院拆除工作正式
启动。近日，记者来到漓江剧院拆除施工
现场看到，漓江剧院主楼的外部已经围了
起来，一块牌子写着“施工重地 闲人免
进”，“山水间”的彩色字牌还挂在主楼
前，楼顶的“漓江剧院”四个大字已经被
卸下，而主楼内部拆除工作也已经在有序
开展。

漓江剧院这块地未来会建设成什么
样？从近期桂林市自然资源局官方网站发
布的《行政许可公告（2020年3月27日-4
月14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发证项目）》
来看，漓江剧院D-10地块的建设单位为桂
林市兴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为
“兴进·兴悦里项目”。

去年5月，桂林规划局官方网站就发
布关于桂林市人民政府批复《桂林市漓江
剧院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告，公告
显示，漓江剧院D-10地块位于桂林市中心
区漓江西畔，滨江路以西、杉湖北路以
北、正阳步行街以东，人民路以南，用地
面积约1 . 85公顷，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
娱乐康体用地。

“规划内容”显示，规划地块建筑限
高控制在18米，并且按相关规定要求漓江

及杉湖沿岸第一排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2
米。此外，项目容积率要求不超过2 . 0，
地块建筑密度要求不超过60％，绿地率要
求不低于15％。

在很多“70后”“80后”桂林人的心
中，漓江剧院都打有很深的印记，除了曾
经到漓江剧院观看过各类精彩演出，还有
很多人也曾在这个专业舞台上展示过自
己。因此，对于漓江剧院拆除，很多市民
依依不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生的马女士表
示，小时候最大的舞台梦想就是进漓江剧
院表演。“去漓江剧院表演比什么都兴
奋。我小学的时候第一次登上漓江剧院舞
台表演。初中时候，我还在漓江剧院参加
过合唱比赛，当时我们学校拿了第一
名。”

“80后”的高女士是漓江剧院的职工
子弟，在漓江剧院大院里长大。她说，从
她有印象开始，漓江剧院的表演几乎就没
间断过，有歌剧、舞剧、戏剧、话剧、杂
技等，还会在剧院里放电影，周末白天还
有跳蚤市场，十分热闹。

从小受到文化熏陶的她，如今在从事
与文艺相关的工作。“漓江剧院就是我的
童年回忆，听说现在开始拆了，真的非常
舍不得，但就目前的舞台发展情况来说，
它确实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

桂林，是一个处处充满文化
气息的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漓江
剧院退出历史舞台，但剧场不会
落幕。2015年，位于临桂新区的
桂林大剧院正式对外开放，而漓
江剧院也将从漓江西岸“飞跃”
漓江，化成新的“漓江歌剧
院”，坐落于漓江东岸的桂林市
文化旅游中心。

桂林市文化旅游中心项目部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中心将打造
成一个剧场式滨水漫步街区，最
关键的建筑正是漓江歌剧院。新
的歌剧院将与潮流商业相结合，
在漓江岸打造一个极具活力的文
化体验式街区，形成一个集文、
娱、商、游，吃、喝、玩、乐、
购于一体的城市活力核心区。

据了解，桂林市文化旅游中
心项目于2018年9月份启动，去
年4月底，桂林市文化旅游中心
项目在七星区新生街举行奠基仪
式，项目包括漓江歌剧院、旅游
商业街和原住民安置房、绿地及
广场建设等三大板块，总投资30
亿元，计划用2年左右的时间完
成建设。

其中，标志性建筑漓江歌剧
院占地15亩，规划建筑面积1 . 5
万平方米，整体造型外观犹如一
朵桂花，又像是一只巨大的蝴蝶
在漓江畔翩翩起舞。建成后，将
与逍遥楼、象鼻山遥相呼应，构
成一道传统与现代建筑艺术相织
相融的亮丽风景线，形成漓江两
岸新的景观格局。

目前漓江歌剧院建设情况如

何？参与项目建设工作的桂林市
文艺演出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
人周先生介绍，漓江歌剧院计划
在5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封顶，接
着就可以同步建设钢结构、玻璃
幕墙、金属网壳屋面，最终完工
预计在明年元旦左右。

他介绍，主剧场为多功能歌
剧厅，在“桂花”的旁边还有一
个“花蕾”为音乐厅。歌剧厅计
划有960个座位，台口宽为18
米，主舞台宽24米、深24米，左
右两边各有一个宽15米、深24米
的侧舞台，后舞台宽18米、深14
米，组成“品”字型舞台结构。
采用鼓筒式360度旋转升降舞
台，比漓江剧院大，多了后舞
台，也能够满足现在各种剧目的
演出要求。

此外，漓江歌剧院灯光计划
使用国内一线品牌，音箱则计划
使用国际一线品牌。“漓江歌剧
院将面向市民和游客。”周先生
说，漓江歌剧院将重拾起漓江剧
院昔日辉煌，引进各种知名团体
的各类剧目，包括音乐会、歌
剧、舞剧、小品、话剧等，成为
集文艺演出、文化推广、艺术培
训为一体的高雅艺术殿堂。

在旅游演艺方面，也会继续
打造全新项目，为游客献上视
觉、听觉盛宴。“漓江歌剧院是
以非常高的演出标准来设计和建
设的，相信在未来，漓江歌剧院
也会成为桂林市地标级文化建
筑。”周先生说。

记者林扬

曾是全国“知名剧院”

“梦想舞台”落幕

漓江歌剧院“全新起航”

漓江歌
剧院效果图。
（资料图）

漓江剧
院拆除工作正
在推进。
记者林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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