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妆间】

人艺的化妆间共八间，三间大的，五间小的，
其中 1 号化妆间离上场口最近，通常也是一出戏
中主角所用的化妆间。以最近正在上演的《茶馆》
为例，饰演王利发的梁冠华使用 1号化妆间，濮存
昕和杨立新则使用2号化妆间。

【剧场】

始建于 1954 年的首
都剧场，坐落在王府井
大街 22 号，它是北京人
民 艺 术 剧 院 的 专 属 剧
场，也是新中国第一座
话剧专业剧场。它占地
0.75 公 顷 ，建 筑 面 积
15000 平米，上下两层可
容纳观众1200人。

剧场是“现场直播”
的地方，去年底《龙须
沟》演出当中，转台突
然不灵了，所有人都下
去推转台，保安、院长、
工作人员全下去推，跟
推 磨 似 的 。 在 紧 要 关
头，人艺精神永远是戏
比天大，人艺人就认这
个理儿。

【戏剧博物馆】

位于首都剧场四楼的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是国
内第一家展示话剧艺术的
专业博物馆，展区面积 1300
平米，包括历史厅、人物厅、
剧目厅等等。博物馆可算
是人艺的“藏宝库”，资料特
齐全，排练记录、创作感悟、
戏服、节目单儿……应有尽
有。四层楼以前是人艺的
老宿舍，从于是之、林连昆
这些老艺术家，到杨立新、
徐帆这些剧院的中坚力量，
几乎都在那儿住过。

【排练场】

北京人艺的
排练场有一楼和
三楼两个，每一
出走上舞台的戏
都从这里诞生。
排练场里最醒目
的应该就是墙上
的“戏比天大”四
个大字了。无论
多么大的腕儿来
到这排练场上，
都 定 是 素 面 朝
天，和普通人没
两样。

【人艺石碑】

到首都剧场一
定都会先注意到人
艺大院儿门口的花
坛和石碑。

1994 年 ，这 块
地方还是人艺的剧
照橱窗。当时，刘
锦云副院长觉得这
一排橱窗显得过于
封闭，露不出首都
剧场的门脸儿，于
是责成办公室副主
任傅维伯想法子重
新设计。傅维伯从
昌平的石厂找来块
15 吨重的大石头，
租了 50 吨的大板车
和大吊车才把石头
拉回剧院，前后花
了两三个月时间刻
铸 、打 磨 才 完 工 。
橱窗换上花坛和石
碑以后，首都剧场
果然一下子亮堂了
不少，走过路过再
也不会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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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如此熟悉的剧场，几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北京人艺这个小院儿里，好听的故事并不只在舞台上演。
这一方不大的天地，化妆间、排练场、后台、收发室、售票处……每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小角落，都有着属于她自己的故事，它们在时间里自在地穿梭。
大舞台背后的那些事，需要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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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处】

售票处位于首都剧场南侧。近日《茶馆》热演，一个下午
每分钟都有观众进来询问是否有票。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介
绍，一般的戏会提前两到三周开票，除了学生票以外，四环内
都免费送票。如果演出在一周内开始，只要电话预订，看戏前
来取票即可，十分方便。不过，像《茶馆》这样的热门老戏，不
至少提前一周，根本买不着票。

“文革”后的 1978 年，北京人艺开始恢复保留剧目的演
出，复排的第一出戏是《蔡文姬》。消息一出，热情的观众
蜂拥而至，剧院不得不下达“限购令”——一人最多只能买
两张。每天晚上，售票处就开始排起购票的长龙，那阵势
跟今天买火车票有得一拼。最后，观众把首都剧场的南墙
都挤倒了。

【收发室】

收发室位于剧场北侧，窗户常年挂着一
块牛气哄哄小黑板儿，写着人名，濮存昕、宋
丹丹……甭管腕儿多大，有信都得自己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收发室有个“左大
爷”——左开泰。因为崇拜焦菊隐，想有点
焦先生的痕迹，他给自己改了个艺名“左菊
痕”。左大爷年轻时搞过剧社，后来为了看
戏方便主动要求调来人艺看大门，他这期
间也上过台演过戏。过去，人艺有个神奇
之处就是“人人都会演戏，人人都能上
台”。无论是舞美、行政，哪怕是清洁工，只
要进了人艺这大门，各个都像搞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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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艺实验剧场】

人艺实验剧场位于首都剧场四楼，毗邻戏剧
博物馆。实验剧场面积达 400 多平米，可容纳
200-250 名观众。这个剧场 2003 年 3 月落成启
用，实验剧场和小剧场一度成为京城最热门的小
剧场话剧根据地。后来，人艺小剧场因消防原因
被关闭，实验剧场将人艺小剧场话剧的“星星之
火”传承了下来。

现在的人艺实验剧场在八十年代是人艺的
宴会厅，实验剧场还是宴会厅的时候就演过两部
戏——《绝对信号》和《洋麻将》。周恩来总理在
世时，几乎每年大年三十儿都来人艺宴会厅过
大年。

●

【食堂】

食堂位于剧场的
北边过道，在戏剧书
店的对过儿。每到
中午 12 点，就会看到
人艺楼里的人们拿
着饭盒前往食堂。人
艺这食堂的饭菜味道
不错，量足而且不贵，
像酱烧茄子、土豆丝
这样的家常素菜也就
3 块钱左右，荤菜略
贵，鸡腿、大排等在10
块钱上下。比较二环
内地界儿的餐馆，堪
称超值。

于 是 之 有 云 ：
“北京人艺的食堂是
天 底 下 第 一 大 美
味”。当年他住在首
都剧场四楼宿舍时，
最迷恋食堂赵国安
师 傅 的 手 艺 ，羊 肚
汤、烧带鱼、红烧肉
都是赵师傅的拿手
好菜。别看于是之
演戏厉害，但在生活
方面，尤其是在提到
做饭，那是相当不厉
害。从上世纪五十
年代末到 1985 年，于
是之都一直住宿舍，
剧院三番五次要给
他调房他不走，为什
么呢？因为他不会
做饭，他舍不得人艺
这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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