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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泰文化之旅泰州梅園篇

自從我們每個人從呱呱落地開始，就註定一場旅程的開啟。二〇二〇年是不尋

常的一個年度，包括上帝也沒能料到突如其來的一場新冠疫情會橫掃全球。在

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全國各地都已陸續復工複產和複學，疫情防控工作進

入了常態化階段，我也開啟了“常（熟）泰（州）”之旅。

--題記

為什麼會選擇常熟和泰州之旅呢？說起來也很巧，今年由於疫情，我寫了幾

篇與疫情有關的文章意外地獲得了“青年作家網”和“中國散文網”舉辦的徵文

比賽的獎項。正因如此，我有幸了結識了“青年作家網”一位媽媽級的簽約女作

家，她的筆名叫“卡蘭諾”，來自浙江杭州，我稱呼她“卡卡姐”。通過與“卡

卡姐”交流，我得知她要去常熟市圖書館參加“一意在書”閱讀快閃活動。說起

泰州，那是因為今年在“上海情愫”微信群中認識的文學寫作愛好者忘年交石先

生，他的故鄉就是泰州，讀了他的幾篇關於泰州的文章。於是，我遂決定九月中

旬休年假開啟我的“常（熟）泰（州）”之旅。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的泰州之旅的第一站遊覽了有“江淮第一樓”美譽的望

海樓。因望海樓至梅園距離不遠，遊覽完望海樓，緊接著我步行前往梅園。

今年一月，我曾遊覽過無錫的榮氏“梅園”，而現在遊覽的是位於泰州的母

親河鳳城河景區的泰州“梅園”，此“梅園”非彼“梅園”。泰州“梅園”是梅

氏家族的，亦稱“梅蘭芳紀念館”，是在泰州原梅蘭芳史料陳列館和梅蘭芳公園

的基礎上合併而成，是“泰州十大旅遊景點”和“泰州城市八景”之一。

梅蘭芳先生祖籍泰州，這裏被親切地稱為“梅鄉”。一九五六年三月，梅蘭

芳攜夫人及兒子梅葆玖回泰州訪祖演出五天，其間尋訪了四代前祖輩的故居，即

現在梅園的所在地鮑壩村。

泰州梅蘭芳紀念館占地 26,000 平方米，三面環水，風景優美，由園林區與

史料陳列區組成。梅蘭芳紀念館園林區的紀念亭由著名古典園林專家陳從周先生

設計，梅蘭芳的大型漢白玉塑像出自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

者、浮雕的創作者之一的雕塑大師劉開渠先生之手，史料區建築由明、清兩代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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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移建而成。泰州梅蘭芳紀念館現已被列為江蘇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江蘇省

學校德育基地和泰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文明單位等。

一九八五年二月，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為紀念館題寫了館名。一九九二年一

月，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視察參觀，並揮筆題詞“弘揚民族

優秀文化，振興京劇藝術”。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三日，江澤民同志再次來到改造

後的梅蘭芳紀念館參觀時，還登上景區後面新建的一仿古戲臺與當地京劇票友一

同演唱京劇名段。

景區分為入口區、梅蘭芳塑像廣場、史料陳列區、京劇知識長廊、仿古戲臺、

梅蘭芳紀念亭及梅園區、濱河水榭、出口區等景點。

進入紀念館門廳，映入眼簾的是前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我

的中學母校安徽五河縣第一中學校名題寫者趙樸初先生所作《踏莎行》的木雕，

“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名城名宦多相重，月華如煉舊亭臺，清詞範晏人爭頌。”

等內容如真跡一般。

重新布展的史料陳列區分為“梅開中華”、“梅香四海”、“梅骨錚錚”、

“梅德如玉”、“梅根泰州”五大展區。五大展區濃縮並提煉了梅蘭芳屬於泰州、

屬於中國、屬於世界的光輝人生，反映了他高尚的人格和愛國主義情懷以及他和

泰州血脈相連的淵源。館內運用現代聲、光、電、影等多媒體手段，展示與梅先

生有關的文物、圖片、實物和資料，遊客還可以聽到梅先生的優美唱腔。

在展區內，我瞭解到梅宅還在中國外交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傳為佳話。上

世紀二十年代前後，梅蘭芳自己在家中接待的國外政界、實業界、文藝界和教育

界名人多達六、七千人，當時北洋政府並不給他報銷交際費用。梅家傭人說：“這

樣下去，梅大爺早晚要被吃窮”，但梅蘭芳對此從不計較。

看了展區內的文字介紹，不禁使我想起四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梅家與思

南路 87 號情緣》，自民國二十二年(西元一九三三年)以來，梅蘭芳從北平南遷

至上海思南路 87 號的西班牙式的花園洋房定居，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年。在這裏，

民國三十二年，日本方面派人來到梅家，想逼父親為日軍演出，但父親冒著生命

危險連打三針傷寒預防針，使體溫高達 39 度，以重病為由，堅決拒絕演出。這

一場景我是在觀看了由陳凱歌導演執導香港藝人黎明主演的電影《梅蘭芳》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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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的。為了更貼近人物形象，黎明不惜增肥 20 磅來詮釋已近中年的梅蘭芳。

可見，黎明先生的敬業精神和梅蘭芳先生的高尚民族愛國氣節。

景區內的室外建築就要數新建的梅蘭芳紀念亭了。該亭由著名古典園林專家

陳從周指導設計，梁枋上雕有《霸王別姬》、《貴妃醉酒》等五出梅派名劇圖案，

栩栩如生。

江蘇泰州梅園和上海思南路 87 號梅宅，見證了梅蘭芳先生的藝術人生，他

對現代中國戲曲藝術的發展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梅蘭芳先生在海內外也被譽為

偉大的演員和美的化身，正如親愛的周恩來總理所說：“梅蘭芳這位偉大的藝術

家，不僅僅是屬於中國的，應該說，他是屬於世界的。”(完)

作者夢晨寫於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改於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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