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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泰文化之旅泰州梅园篇

自从我们每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就注定一场旅程的开启。二〇二〇年是不寻

常的一个年度，包括上帝也没能料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新冠疫情会横扫全球。在

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都已陆续复工复产和复学，疫情防控工作进

入了常态化阶段，我也开启了“常（熟）泰（州）”之旅。

--题记

为什么会选择常熟和泰州之旅呢？说起来也很巧，今年由于疫情，我写了几

篇与疫情有关的文章意外地获得了“青年作家网”和“中国散文网”举办的征文

比赛的奖项。正因如此，我有幸了结识了“青年作家网”一位妈妈级的签约女作

家，她的笔名叫“卡兰诺”，来自浙江杭州，我称呼她“卡卡姐”。通过与“卡

卡姐”交流，我得知她要去常熟市图书馆参加“一意在书”阅读快闪活动。说起

泰州，那是因为今年在“上海情愫”微信群中认识的文学写作爱好者忘年交石先

生，他的故乡就是泰州，读了他的几篇关于泰州的文章。于是，我遂决定九月中

旬休年假开启我的“常（熟）泰（州）”之旅。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的泰州之旅的第一站游览了有“江淮第一楼”美誉的望

海楼。因望海楼至梅园距离不远，游览完望海楼，紧接着我步行前往梅园。

今年一月，我曾游览过无锡的荣氏“梅园”，而现在游览的是位于泰州的母

亲河凤城河景区的泰州“梅园”，此“梅园”非彼“梅园”。泰州“梅园”是梅

氏家族的，亦称“梅兰芳纪念馆”，是在泰州原梅兰芳史料陈列馆和梅兰芳公园

的基础上合并而成，是“泰州十大旅游景点”和“泰州城市八景”之一。

梅兰芳先生祖籍泰州，这里被亲切地称为“梅乡”。一九五六年三月，梅兰

芳携夫人及儿子梅葆玖回泰州访祖演出五天，其间寻访了四代前祖辈的故居，即

现在梅园的所在地鲍坝村。

泰州梅兰芳纪念馆占地 26,000 平方米，三面环水，风景优美，由园林区与

史料陈列区组成。梅兰芳纪念馆园林区的纪念亭由著名古典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

设计，梅兰芳的大型汉白玉塑像出自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者、浮雕的创作者之一的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之手，史料区建筑由明、清两代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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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移建而成。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现已被列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

学校德育基地和泰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明单位等。

一九八五年二月，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一九九二年一

月，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参观，并挥笔题词“弘扬民族

优秀文化，振兴京剧艺术”。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三日，江泽民同志再次来到改造

后的梅兰芳纪念馆参观时，还登上景区后面新建的一仿古戏台与当地京剧票友一

同演唱京剧名段。

景区分为入口区、梅兰芳塑像广场、史料陈列区、京剧知识长廊、仿古戏台、

梅兰芳纪念亭及梅园区、滨河水榭、出口区等景点。

进入纪念馆门厅，映入眼帘的是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我

的中学母校安徽五河县第一中学校名题写者赵朴初先生所作《踏莎行》的木雕，

“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名城名宦多相重，月华如炼旧亭台，清词范晏人争颂。”

等内容如真迹一般。

重新布展的史料陈列区分为“梅开中华”、“梅香四海”、“梅骨铮铮”、

“梅德如玉”、“梅根泰州”五大展区。五大展区浓缩并提炼了梅兰芳属于泰州、

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光辉人生，反映了他高尚的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和

泰州血脉相连的渊源。馆内运用现代声、光、电、影等多媒体手段，展示与梅先

生有关的文物、图片、实物和资料，游客还可以听到梅先生的优美唱腔。

在展区内，我了解到梅宅还在中国外交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传为佳话。上

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梅兰芳自己在家中接待的国外政界、实业界、文艺界和教育

界名人多达六、七千人，当时北洋政府并不给他报销交际费用。梅家佣人说：“这

样下去，梅大爷早晚要被吃穷”，但梅兰芳对此从不计较。

看了展区内的文字介绍，不禁使我想起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梅家与思

南路 87 号情缘》，自民国二十二年(西元一九三三年)以来，梅兰芳从北平南迁

至上海思南路 87 号的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定居，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年。在这里，

民国三十二年，日本方面派人来到梅家，想逼父亲为日军演出，但父亲冒着生命

危险连打三针伤寒预防针，使体温高达 39 度，以重病为由，坚决拒绝演出。这

一场景我是在观看了由陈凯歌导演执导香港艺人黎明主演的电影《梅兰芳》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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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的。为了更贴近人物形象，黎明不惜增肥 20 磅来诠释已近中年的梅兰芳。

可见，黎明先生的敬业精神和梅兰芳先生的高尚民族爱国气节。

景区内的室外建筑就要数新建的梅兰芳纪念亭了。该亭由著名古典园林专家

陈从周指导设计，梁枋上雕有《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五出梅派名剧图案，

栩栩如生。

江苏泰州梅园和上海思南路 87 号梅宅，见证了梅兰芳先生的艺术人生，他

对现代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梅兰芳先生在海内外也被誉为

伟大的演员和美的化身，正如亲爱的周恩来总理所说：“梅兰芳这位伟大的艺术

家，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应该说，他是属于世界的。”(完)

作者梦晨写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改于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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