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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实习生 姚思任 通讯员 张慧艳 张丹

升级改造或异地重建
可助文化老字号复活

羊城晚报：历史上，广
州影院、戏院众多。后来这
些老字号影院、戏院为何淡
出了历史舞台？

赵梦菲：广州地处沿
海，开风气之先，电影约在
1903 年传入广州。新中国
成立以来，广州的电影事业
在数量、质量上，均出现了
很大的飞跃。《广州电影志》
的“广州市 1990 年市（郊）
区固定公映单位分布情况
表”记载，电影院有东山、新
华、新星、河南、金声等 16
家，影剧场有东华、南方、光
明、平安等9家。

此外，根据《广州电影
志》记载，1987 年，二十多
位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了永
汉电影院，对电影院办成多
功能文娱场所给予好评。
在电影票一张仅售 0.1 元、
0.2元的情况下，1990年，广
州电影院、新华电影院、永
汉电影院、金声电影院、西
濠电影院、海珠大戏院都有
过百万元的票房。由于排
片排不过来，这些电影院常
常通宵放映，一票难求。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很
多影院由于各种原因不再
经营。例如，儿童电影院在
上世纪 90年代被私人业主
收回场地，中华电影院、新
花电影院因地铁建设拆迁，
河南电影院已划拨给木偶
剧团等等。另外，一些戏
院、影剧院也因各种历史原
因而境遇不同，其中彩虹影
剧院、江南大戏院和南方剧
院已划拨给其他单位；光明
大戏院目前因场地条件已
无法再进行电影放映；海珠

大戏院、广州电影院和平安
大戏院的场地租赁问题，目
前都在沟通协调中。

羊城晚报：目前广州的
老 字 号 影 院 还 有 哪 几 家 ？
老字号影院面临的困境有
哪些？

赵梦菲：目前老字号影
院还在经营的有广州电影
院、永汉电影院和平安大戏
院。在我看来，老字号影院
的衰落主要还是由于场地硬
件条件与目前新兴商业影院
仍存在一定差距。很多老字
号影院仅有单个影厅，无周
边配套，没有停车场，很难
满足今天观众的需求。

羊城晚报：要恢复、发
展平安大戏院这些文化老
字号，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
着手？

赵梦菲：文化老字号代
表着城市的历史和记忆，恢
复、发展文化老字号有其独
特的意义。

恢复、发展文化老字
号，我认为可以走两条路，
一是对目前仍在经营的老
字号影剧院量身定制升级
改造方案，在保留原有文化
底蕴的同时，顺应时代发
展，升级内部环境及放映设
备，让观众在老字号影剧院
中仍可享受到优质舒适便
利的服务；二是可以通过异
地重建等方式，让已经停业
的老字号影院复活，为它们
寻找优质的商业综合体，让
金声、新华、美华等充满回
忆的名字，重新在广州的土
地上绽放光彩。

作为广州城内历史悠久
的文化老字号，平安大戏院
在文娱方面的“江湖地位”很
高，历代文艺名家、明星大咖
争着在这登台亮相。同时，
它也引领着羊城的娱乐风尚
和流行文化。

从粤剧演出到歌舞晚
会，从电影到卡拉 OK，从舞
厅到夜总会，从电子游戏到
咖啡厅……平安大戏院在不
同时期经营的各种项目，无
不是当时人们文化娱乐热点
的体现。“从某种程度来说，
平安大戏院的成长史，就是
一部羊城文娱活动的发展
史。”广州市演出电影有限公
司退管中心主任罗祖驹如此
形容。

建成开业之初的平安大
戏院，是当时广州最兴旺、最

“爆棚”的大戏院。上世纪50
年代至 60 年代，平安大戏院
晚晚都有“正印”大老倌（即
粤剧戏班或剧团各表演行当
中戏份最重、最主要的演员）
登台献技。粤剧泰斗薛觉先
在平安大戏院演出过《月宫
宝盒》；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
曾、红线女的《苦凤莺怜》，白
驹荣、楚岫云的《宝莲灯》，靓
少佳、郑绮文的《三帅困崤
山》等，都先后在平安大戏院
上演。而罗家宝、林小群的
《柳毅传书》，亦在此一举成
名。

知名节目主持人、资深粤
剧编导何车回忆，平安大戏院
是西关的文化宝地。他记得，
自己小时候每星期都要来平
安大戏院“睇大戏”，当时是上
世纪 50年代，一张戏票价格
是五毛钱：“可以说，平安大戏
院是引导、培育我走上艺术道
路的一个摇篮。”

“来‘平安’演出的粤剧
名演员多到数不完，比如红

线女、郎筠玉、文觉非、罗品
超、罗家宝等。外地剧团来
广州演出，都争着把头台演
出安排在‘平安’。”在平安大
戏院工作了16年的刘玉姬回
想，除了粤剧，“歌舞、曲艺等
艺术门类在‘平安’的演出也
很爆棚”。上世纪80年代，广
东省歌舞团唐彪、安李在这
里的演出，就创下了7天 8场
的纪录。另一位老员工老志
华也回忆：“红线女、罗家英、
倪惠英等人在‘平安’的演
出，真的是一票难求，现场甚
至要加位，观众坐在剧场的
石阶上观看。”

平安大戏院还是很多重
要历史时刻的见证者。红线
女艺术中心提供的历史资料
显示，1993年 2月，广东中华
民族文化促进会、广东娱乐
制作公司为著名粤剧编剧、
作曲家陈冠卿举办《陈冠卿
作品欣赏会》。当时红线女
因病住院治疗，然而，2月 16
日，欣赏会在平安大戏院作
首场演出，红线女还是坚持
从医院赶来剧场。登台演唱
前，红线女首先向观众介绍，
她1951年“红腔”始创的第一
首曲，就是陈冠卿撰写的《一
代天娇》，后来成为“红腔”代
表作之一的《荔枝颂》也是陈
冠卿的作品。在现场，红线
女带病演唱了《一代天娇》，
场面令人动容。

“‘平安’当时算是城内
条件比较好的剧院，是老西
关重要的文艺演出场所。我
10岁便在‘平安’登场演出，
演的是样板戏《都有一颗红
亮的心》。”粤剧名家倪惠英
与平安大戏院缘分深厚，她
说：“我所有的戏都在那里演
过，演出还很频繁。每次去
那里演出，观众都‘爆棚’。

‘平安’有个侧门，演出结束
后，观众就在那个门外等着
我们出来，很感动。”

黄洁如在平安大戏院一
干就是 31 年，她也见识过众
多当代粉丝的狂热：“大约是
2002 年前后，香港歌星杨千
嬅和吴彦祖到‘平安’演出，
宣传电影《新扎师妹》。当时
戏院门口被观众围得水泄不
通，杨千嬅和吴彦祖只能从
文昌路下车，从侧门进入戏
院。”

1951 年 2 月，平安大戏
院由私人同益股份公司集资
6 万元建成开业。戏院初建
成时没有楼座，设有 1820 个
座 位 ，以 粤 剧 演 出 为 主 。
1956 年 ，戏 院 进 行 公 私 合
营。1957 年，市演出公司投
资 2万多元，戏院加建楼座，
增加座位500个，全场共有座
位2400个。

平安大戏院现为广州市
演出电影有限公司下辖的
影 院 之 一 。 罗 祖 驹 介 绍 ，

“文革 ”期间，戏院曾易名
为 前 进 剧 场 ，到 1972 年 增
加电影放映经营，又改名为

前进影剧场。1989 年 7 月，
市 演 出 公 司 等 集 资 400 多
万元对戏院进行装修改造，
此后进入了平安大戏院发
展的十年“黄金时期 ”“鼎
盛时期”。

吴绍兴是平安大戏院的
老员工。1988 年，他被调到
前进影剧场担任经理。“当时
调我去，主要是为了筹备剧
场的改造。”他回忆，前进影
剧场比较残旧，舞台的高度、
宽 度 不 够 ，不 适 合 大 型 演
出。“改造时，我们把剧场前
面几层木板楼全部拆除，再
用钢筋水泥重新建，后面的

舞台则加高加深，让环境变
得现代化。”

1990 年 1 月，改造好的
前进影剧场重新开张，终于
复名为平安大戏院。复名
后，平安大戏院以演出、电影
为主，此外还进行了多种经
营，如增加了咖啡厅、卡拉
OK，三楼改成舞厅，大堂设
有小卖部、电子游戏室等，日
益成为羊城文娱业的代表。

“改造前，‘平安’一年的利润
有十几万元已算比较好；改
造后，最高时一年利润能达
到 180 万元！”吴绍兴对此很
是自豪。

2021 年 7 月 16 日，广
州 永 汉 电 影 院 升 级 改 造
后 全 新 亮 相 。 这 是 广 州
现存唯一一家建于 20 世
纪 初 的 专 业 电 影 院 ，于
1927 年建成，因地处永汉
路（现北京路），故名永汉
戏 院 。 1938 年 日 军 占 领
广 州 后 ，影 院 被 焚 为 平
地 。 后 经 黄 信 等 人 集 资
重建，影院于 1941 年恢复
营业。上世纪 60 年代，它
以 专 营 放 映 新 闻 纪 录 片
而闻名，故曾改名新闻电
影院，被列为全国十大专
业电影院之一。

“ 永 汉 ”曾 是 时 代 和
潮流的象征，它用无数个

“一票难求”的放映场次，
与平安大戏院、新华电影
院等，一同构建了那个时
代 最 时 尚 的 羊 城 文 化 娱
乐生活，承担着“拍拖胜
地”“家人聚脚处”等众多
人文功能。

90 多年来，永汉电影

院历经多次重建 、改造 、
升级。1986 年改造后，影
院 复 称 为 永 汉 电 影 院 。
1999 年，永汉电影院全年
票 房 收 入 和 利 润 总 额 名
列市属影 、剧院之首，在
全 国 电 影 院 效 益 排 位 上
名列前十名。2002 年，全
国 实 行 电 影 院 线 制 改
革 ，永 汉 电 影 院 加 入 广
东 珠 江 电 影 院 线 ，成 为
广 东 珠 江 电 影 院 线 的 主
力影院。

此次升级改造后，永
汉 电 影 院 不 仅 引 入 业 内
顶尖的技术设备、最新的

“ 纳 米 银 幕 ”，还 规 划 了
“ 四 方 天 地 ”休 闲 空 间 。
广 州 市 演 出 电 影 有 限 公
司董事长林凯彬表示，永
汉 电 影 院 将 借 此 契 机 蜕
变为“历史有根 、文化有
脉、商业有魂、经营有道、
品牌有名”的综合型老字
号影院，让老字号影院持
续焕发生机。

名
家
荟
萃

争
先
登
台

数
度
易
名
『
平
安
』
归
来

到了 2000 年，平安大戏
院已经拥有 1 个可容纳 888
人的观众厅、5 个录像投影
室，外加卡拉 0K、电子游戏、
咖啡厅、小卖部等经营场地、
项目。戏院里可以看粤剧、
话剧、曲艺、歌舞、木偶剧，听
轻音乐，当时流行的几乎所
有文艺活动样式，平安大戏
院里都有，各种相关设备也
在更新换代。

2000 年 3 月开始，公司
投资近2000万元拆除戏院内
外建筑重建，使其装修和设
施设备均达到一家新型影剧
院的要求。剧场二楼开始有
了欧式复古风厢座，令观众
眼前一亮。在两年后的全国
电影院线制改革中，平安大

戏院加入了广东珠江电影院
线，并成为主力影院。

不过，在 2008 年 10 月，
平安大戏院参与承办广州羊
城国际粤剧节、演出粤剧后，
却因戏院场地道具卸货区、
停车等问题，暂停经营商业
演出业务达十年之久。直至
2018 年，戏院舞台再次升级
改造，尔后重启，首场演出为
经典童话剧《新白雪公主和
七个小矮人》。当天，剧场再
次座无虚席，许多街坊前来
怀旧、捧场，这家历史悠久的
大戏院再一次焕发出广州人
熟悉的风韵。

2013 年，平安大戏院被
评定为广州老字号企业。在
广州老字号协会秘书长刘建

生看来，老字号是城市的记
忆，背后都有传承的故事。
许多市民珍藏着到平安大戏
院“睇大戏”的记忆，它还见
证了不同时代广州城的文娱
生活与文化氛围，持续为广
州城市历史的传承播散文化
馨香。

逾90年历史 永汉电影院焕发新生

从有着141年历史的饮食老字号陶陶居总
店出发，沿广州西关上下九步行街向东行250
米，就到达了第十甫路125号、广州的一家文化
老字号——平安大戏院。

1951年建成开业至今，平安大戏院走过了
整整七十载，成为广州现存且尚在经营的三家
老字号影剧院之一。七十载沧桑变化，平安大
戏院带给人们几多欢乐记忆，同时也见证着广
州城文化娱乐生活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几
度更名、数次改造的平安大戏院本身，也成为广
州文化老字号企业奋斗历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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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大戏院所在的上下
九路，过去有着新新电影院、
金声电影院两家影院。后
来，新新电影院停业，它的放
映设备由平安大戏院承接，

“平安”也就此兼营电影业
务。在一定程度上，平安大
戏院的继续发展也是新新电
影院“生命的延续”。

“平安大戏院作为目前广
州唯一一家同时兼营电影和
演出的老字号影剧院，承载
着市民的历史情结和文化企
业的传承精神，有着特殊的

历史意义。”广州市演出电影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凯彬说，
历经多次改造，平安大戏院
现在仍然是广州西关一带重
要的演出、电影放映场所，为
健全荔湾区文化服务体系、
文化惠民承担着重要的社会
责任。

对于老字号平安大戏院
的未来，林凯彬心中已有规
划——市演出电影公司将与
广州市电影家协会合作，通
过改造影厅等方式，打造具
有西关风情、符合观影时尚、

设备先进的电影文化空间；
同时，配合上下九步行街的
改造，充分利用现有空间，融
入更多现代年轻元素，真正
令这家文化老字号影院焕发
新生和活力。

2021 年 8 月 28 日晚，广
州笑果脱口秀在平安大戏
院剧场演出，吸引了大批年
轻观众来“睇 show”，上座
率达到当前疫情防控要求
下的 75%上限。这家老字
号 影 剧 院 的 未 来 ，值 得 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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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大戏院的七十年沧桑——

这舞台，
演尽了多少悲喜情仇

广台高速（广州段）的
番禺大道收费站是该路段
中 车 流 量 第 二 大 的 收 费
站。为改变拥堵状况，番
禺大道收费站出口进行了
扩建，在原先 1 号雨棚 4
条车道的基础上，扩建了
2 号雨棚。“车流量大时，1
号雨棚的 1 条车道作为直
行通道，收费员引导车辆
进入 2 号雨棚，相当于共
有 7 条车道可通行。”钟依
林说。

根据统计数据，扩建
前该收费站日均车流约 1
万车次，最高小时车流达
900 车次，约两天出现 1 次
拥 堵 ，拥 堵 时 长 达 60 分
钟；扩建后日均车流增至
1.7 万车次，增长 70%，最
高小时车流增长 111%，达
1900 车次，拥堵频次降低

86.7% ，拥 堵 时 长 减 少 至
20分钟，缩短 66.7%。

与多数收费站出现出
口拥堵的情况不同，由于
货车车流量大，广州北环
高速浔峰洲收费站入口的
交通压力较大。广州交投
集团北环高速浔峰洲收费
站站长周璇告诉记者：“我
们拓宽了浔峰洲收费站前
广场，增加 2 条计重车道，
并在收费站入口增加专用
劝返通道，货车的劝返距
离减少一半，能更快驶离
广场，减少拥堵。”

广州交投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按照“一站一
策”原则，已对管辖路段全
线 90 个收费站制定“一站
一策”保畅手册，结合收费
站出、入口每小时车流数
据，制定了精准保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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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上岗”高速收费站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通讯员 广交投

你见过智能机器
人收高速费吗？近日，
记者从广州交投集团
获悉，今年以来，为解
决高速公路收费站交
通拥堵问题，该集团通
过试点使用智能机器
人收费、应用 ETC 特
情处理器、扩建收费站
等措施，深入开展高速
公路收费站“一站一
策”精准治堵，管辖路
段全线90个收费站拥
堵时长下降60%。

在近日开通的新化快速路B匝
道长洲岛收费站入口，一个憨态可
掬的智能机器人站在站台上。记者
了解到，广州交投集团率先在新化
快速路长洲岛收费站和机场高速收
费站使用智能机器人收费，车辆进
入收费车道识别车牌后，智能机器
人会发出语音提示“请出示付款
码”，车主在扫码区域扫描手机付款
码即可直接预缴通行费。

8月30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
到，车主根据智能机器人的提示流
程，不到半分钟就能完成预缴费。

“非ETC车主可以自主完成缴费，直
接从出口到达新港东路，收费站通
行效率和通行体验都有所提升。”广
州交投集团营运分公司运营控制指
挥中心主任钟依林介绍。

除了智能机器人，新化快速路、北

环高速、南沙港快速还试点应用了ETC
特情处理器，实现车主自主缴费。在新
化快速主线长洲岛收费站出口，ETC车
道上均安装了ETC特情处理器。当车
辆无法通过收费车道时，司机只需要按
照提示，在特情处理器上刷ETC卡、读
取入口收费站等信息，即可自主使用其
他方式进行缴费，随后顺利通行。

“ETC特情终端能处理余额不
足、黑名单卡、坏卡、无入口信息等
所有ETC特情，让特情车辆均可快捷
无障碍通行。”钟依林表示，ETC特
情终端投入使用后，可有效提升ETC
特情处置效率和安全性能，减少因
ETC特情引起的拥堵问题。此外，长
洲岛出口收费站的ETC车道还安装
了双天线，实现二次识别，ETC车辆
的通行时速可达40公里，是单天线
通行时速的两倍。

扩建改造收费站 道路通行更快广州高速治堵有妙招

智慧手段众多 车主可自主缴费

车主在收费站可通过智能机器人自主缴费

全全 知
道

平安大戏院沉寂十年重启商演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20 世纪 90 年代平安大戏院门面夜景 通讯员供图

昔日在平安大戏院举行的粤
剧演出大受欢迎 通讯员供图

如今的平安大戏院影厅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