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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佛西戏剧教育的先行者
周边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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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佛西，戏剧教育家、剧作家，江西丰

城人，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
从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到上海戏

剧学院，熊佛西戏剧教育事业最辉煌的阶
段都在上海。

蔡元培故居陈列馆
地址：华山路   弄  号

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937年

寓居于此。蔡元培定居上海期间

因居住环境、租金等原因，先后搬

迁五次。华山路故居是他在上海

的最后一处居所，也是保存最完

好的一处。故居建筑面积526平

方米，花园面积671平方米，是一

幢三层高的英式花园洋房。故居

展览内容包括：从刻苦攻读到教

育救国；中国近代教育和科学事

业的奠基人；志在民族革命，行在

民主自由。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地址：延安西路  号

原系英籍犹太人艾里 ·嘉道

理爵士住宅，又称“大理石大

厦”。整幢建筑于1924年落成，

占地14000平方米，大量使用意

大利大理石，规模宏伟。入口处

为一大平台与南面花园相呼应，

进门即为400余平方米有二层空

间的大舞厅，舞厅两边分别设置

有餐厅、会客厅、娱乐室。二楼东

西两侧是卧室，室内布置华丽。

■ 熊佛西楼

艰难度过剧校危机
熊佛西1900年出生于江西省

丰城县罐山村，中学毕业后考入燕

京大学。在校期间，他撰写了《青

春底悲哀》《新闻记者》《新人的生

活》《这是谁的错》等话剧。1923

年，熊佛西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院学习戏剧和教育，师从美国现

代著名戏剧大师马修士教授，两年

后获得硕士文凭。

毕业回国之后，熊佛西出任北

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

教授，戏剧教育从此成为他的终生

事业。此后，他到过河北定县开展

农民戏剧活动，去过四川办校培育

抗战的“戏剧铁军”。

抗战胜利之后，熊佛西受顾仲

彝之邀，到1945年12月成立的上

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担任教授，当

时田汉、曹禺、欧阳予倩等名家都

在此任职。因演出进步戏剧，剧校

遭遇裁撤危机，熊佛西在报上发文

驳斥裁撤剧校的种种谬论，坚决支

持学生的护校斗争。最后学校保

住了，校长顾仲彝却被逼走了，田

汉、洪深等力推熊佛西出任校长。

剧校此时困难重重，四川北路

的校舍被分割，经费被削减，教学

日常难以为继。熊佛西和师生们

只能每周举行周末公演筹集经费，

周璇、白杨、张瑞芳等著名演员，甚

至梅兰芳先生都到场声援。当时，

熊佛西一家蜗居在学校四楼舞台

后的一间小房，师生们靠卖艺所得

买山芋熬粥糊口。

尽管境况艰难，在剧校成立两

周年时，熊佛西仍然撰文强调：“培

养人才的目标首先应该注重人格

的陶铸，使每个戏剧青年都有健全

的 人 格 ，是 一 个 堂 堂 正 正 的

‘人’——爱民族、爱国家、辨是非、

有志操的‘人’，然后他才有可能成

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上戏有座熊佛西楼
1949年，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

校改名为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

校。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

整，山东大学艺术系戏剧科、上海

行知艺术学校戏剧组并入之后，学

校更名为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

院。1955年8月，学校从四川北路

迁至华山路630号。

如今，走进华山路630号就会

看见古朴、沉静的熊佛西楼。这幢

楼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名

外籍建筑师设计并建造的俱乐

部。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红砖清水

外墙，平缓的四坡屋顶，开敞的列

柱围廊和建筑基座，具有典型的近

代早期外廊式建筑特征。1945年

后，回到上海的“中央电影公司二

厂”迁来此地，并将这里的房舍改

装后用作电影录音室，不少缺乏设

备的制片公司常来此处借设备做

影片的后期制作。1955年，时任院

长熊佛西从市长陈毅手里接过华

山路630号的大院之后，中央戏剧

学院华东分院正式更名为上海戏

剧学院。2001年，该楼进行了系统

性修缮，为了纪念

老校长对校园建

设的贡献，上戏决

定命名该楼为“熊

佛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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