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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戏楼位于亳州城北关，涡水南岸，原名大关帝庙，又称山陕会馆。据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

《重建大关帝庙碑记》称：亳州北关大关帝庙，建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对于亳州人来说，它更代表

着一段远去的岁月，一段遗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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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最敬服关羽，他们商议着盖个

关帝庙，庙里修个戏台。他们请来八百八

十个泥工，又请来八百八十个木匠，限定

八百八十天完工，选定黄道吉日开工了。

过了两年，忽然来了个老头，背个木

匠篮子，胡子眉毛都白了。他围着花戏楼

左看三遍，右看三遍，点了几下头，皱了两

个眉，临走“唉”了一声。这情景早被工头

看在眼里，他以为老头有来历，就迎了上

去，递烟倒茶，请老人指点。

老头乐哈哈地说：“这戏楼好是好，要

是四周刻上成出的戏，不是更好吗?”

工头一听连声说好，就请老头刻，约

定百日完工。老工也不推辞，就要了三间

空房子，挑选了一根好木头，门一关，在屋

里刻起来，门窗堵得严严实实，吃饭睡觉

都在里面。大伙儿都觉得奇怪，他们一天

听不到斧子响，两天听不到锯木声。

到了百日这天，一大早，老木匠的房

外面聚满了人。工头一推门，门轻轻开

了。大伙一看老木匠不见了，木匠篮子也

不见了，只有那根又圆又长的木头原封原

地搁在那里。工头气得七窍生烟，叫伙计

们把木头扔到院里去。

伙计们七手八脚地把木头抬到当院

一扔，“咔嚓”一声，木头摔得四开八瓣。

想不到奇迹出现了，一段段木头上雕龙刻

凤，一出出戏文跟活的一样，把大家的眼

都给照花了。往戏台四周一镶，严丝合

缝，分毫不差。大伙数了数，大小六百四

十个人物，九九八十一出戏文。

大家都说遇上神仙了。这神仙是谁

呢?就是鲁班祖师。 张亚琴 整理

天柱山万涧古戏楼
天柱山西北面龙潭乡万涧村杨氏宗

祠内，有座古朴典雅的古戏楼，人们称之

为“万涧古戏楼”。始建于清乾隆初年，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民国三年（公元

1914年），两次重修，是潜山县唯一保存

完好的古戏楼。自始建竣工起，均请安

庆等地名班唱大戏。据传程长庚家班

“四箴堂”班在程祥溎的带领下曾到此演

出过。现戏楼枋板上墨迹犹存，一些班

社演出的剧目及赏姓名依稀可辨。

岳西古戏楼
据现存碑刻记载：孙氏宗祠乾隆十

八年（1753年）建成，五进两庑间以天井，

同时建有古戏楼及两侧走马通楼，计房

屋64间。前厅正中楼上是造型别致的

古戏楼，戏楼阁柱雕镂双龙抱柱，戏楼内

顶皆是彩绘，栩栩如生。中厅高大雄伟，

七架驮梁，升斗精美。额坊哈边雕刻着

历史故事、人物，生动传神。祠内的古戏

楼是安庆地区已知最早的有记载演出班

社和剧目的古戏台。 朱玉婷 整理

亳州花戏楼：

花影壁石叙过往

大关帝庙坐北面南，院内以大殿为主

建筑，戏楼辅衬，坐楼建于两侧，供看戏饮

筵用。形成四全院，四围高大，音响不易疏

散。钟楼外侧各有楼房三间，为山陕商贾

所居住，故大关帝庙具有古代娱乐（戏楼）、

宗教（帝庙）、商务（会馆）三种性质。庙门

外主有石狮一对，正面门上石横额刻有正

楷题字“大关帝庙”，大磨砖墙镶满立体透

刻砖雕，有整出戏文，故事、图案、花纹七十

余种，观之琳琅满目。

本名为山陕会馆，其实是山陕两地的

药商在亳州聚会的场所。明清之际，最初来

到亳州的晋商们在成功之后，不觉萌发了一

个念头：要修一座会馆，为那些同样背井离

乡来到异地的同乡们提供一个安身之所。

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大家纷纷慷慨解囊。

若干年后，一座接纳寒士的会馆和一座美轮

美奂的戏楼，从梦想变成现实，落户亳州。

花戏楼，本是大帝庙的一座舞台。因

其上面雕刻彩绘绚丽夺目而得名。花戏

楼的建筑年代：据《创建戏楼题名》记载：

戏楼建于康熙十五年，比庙晚建二十年。

戏楼木雕及门墙砖雕，据考可能始于乾隆

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现存花戏楼原貌

应是这个时期的艺术建筑，可见当时戏剧

盛行，舞台与戏院建造都十分讲究。

戏楼坐南面北，舞台前伸，形如“凸”

状，四方翼角，屋面琉璃铺饰，金碧辉煌。

舞台用六根抱柱顶立，柱间有大枋，大枋

与悬枋之间，悬有棚券，柱头悬狮垂鱼。

枋之面外皆镶大木透雕，共有三国戏十八

出。人物、车马、风物、景色，雕刻工艺立

形完善，给人以真实感，其他还有花卉、奇

禽异兽，其余藻井，梁枋之间布满彩绘。

由此可见花戏楼的建筑秀丽玲珑，雕绘精

湛，别具一格，为清盛世的代表作。

庙是戏楼的安居之所

因雕花而得名

传说为鲁班所作

安徽会馆戏楼
同周边人气兴旺的琉璃厂和湖广会

馆相比，安徽会馆几乎是一个被人遗忘

的地方。曲折的胡同和低矮民居交错

着，形成层层叠叠的包围态势，把它淹没

在现代的杂乱和沉静里。作为京城400

余家会馆中仅仅留存的两家会馆之一，

院落中那个保存最完整的戏台，更是会

馆之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化遗存。

会馆戏楼是1866年，在京城发达的

安徽籍达官贵人，开始设想建造这样一

个地方，沟通乡情。时任湖广总督的李

鸿章听到这个提议，也来了兴趣，他刚

好也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吸纳淮军，所

以大力支持，由他和他的兄弟李瀚章亲

自领衔，联合了军方中的安徽人和在京

的徽籍官绅，这有些类似今天的老乡

会，一帮老乡一拍即合，呼啦啦地着手

做了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

下子号召了154人，捐了近四万两白银，

然后李鸿章和兄弟亲自购地规划，一个

供同乡聚会的庞大会馆建筑，就在5年

之后迅速诞生。光馆舍就达219间。

会馆内至今保存的戏台，依稀是旧

时的样式，两层的木结构戏台，坐南朝

北，只不过已经做了修葺，看上去依旧

新颖别致。跟诸多古建筑一样，这座戏

台保留着传统的双卷勾连悬山式屋顶，

重檐伸展，雕花栏杆，左右两侧和后台

还有演员化妆和换服装的隔间。除了

楼上楼下的戏廊之外，据说原来台下是

有观戏席的，它坐落在三座楼中间，周

围设有栏杆，池中设有包厢。戏台两边

悬挂的“冠盖萃江淮，尽东南宾主之欢，

枌社筵开，古谊犹存乡饮酒；楼台演歌

舞，极丝竹管弦之盛，梨园美具，世情且

看戏登场”的楹联，曾经名震天下的徽

班三庆班和戏剧名角程长庚都曾经在

这个人气聚集的地方会馆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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