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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村戏楼：见证新时代乡村之变
《走进常州古戏楼》系列报道

观孔庙、赏东林寺，看古戏楼。
西夏墅梅林村历史悠久，这里

不仅有建于500多年前的孔庙，还
有建于清代的东林寺和梅村戏楼。
梅村戏楼很特殊，它是常州屈指可
数、至今保存完整建在村里的戏
楼。如今，梅林村已是有名的美丽
乡村。历经时代变迁，梅村古戏楼
已成为新时代乡村之变的见证者。

梅林村的梅村戏楼 梅村戏楼旁的东林寺

东林寺内的古银杏树

现在的梅林村成为有名的美丽乡村

这里不仅有美丽乡村，还有
建于清代的古戏楼

“我们梅林村不仅以美丽乡村出名，十里八乡
的人都知道，我们村里还有一座古戏楼。”今年85
岁的孔华生是梅林村有名的木匠。十年前梅村古
戏楼修缮时，他曾参与一些辅助工作；年长见多，他
对梅村古戏楼比较了解，渐渐地，孔华生成为梅村
戏楼的主要讲述者。

西夏墅梅村戏楼位于西夏墅镇梅林村委金家
村。据孔华生介绍，该戏楼是梅村真武庙附属建
筑，故又称梅村真武庙戏楼。

根据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真
武庙始建于宋代，后毁废，仅戏楼现存。戏楼于清
康熙二十七年（1688）重建，同治二年（1863）重修。

梅村戏楼坐南朝北，平面呈凸字形，砖木结构，
立柱下为明代石础，硬山顶，二层，各三间，占地面
积约112平方米。顶部拱形，风格古朴。

资料记载，此前该戏楼化妆室壁间隐约可见演
员涂画的脸谱和演出记录等墨迹，其中记有民国七
年（1918）常州大金秀等班在此演出《打棍出箱》《渭
水河》《演火棍》《拿康八》《辛安驿》《朱砂痣》等戏。
后来戏楼年久失修，这些墨迹渐渐消失。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梅村戏楼先后被评为县文
物保护点、常州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6月5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常州戏楼群”
（西夏墅梅村戏楼）名称调整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曾经做过村里的小学，这个
寺庙故事多

“梅村戏楼是东林寺的附属建筑。要讲梅村戏
楼，一定要讲一讲东林寺。”孔华生说，东林寺又称
真武寺，旧称东林莲社。

据清光绪《武阳合志·坛庙》载：“夏墅有‘真武
庙二庙，一在梅村，南宋时建；二在夏墅，国朝康熙
戊子年建’。”其中所讲的梅村即东林莲社所在地，
也就是如今的西夏墅镇梅林村。

资料记载东林莲社始建于南宋时期，距今已有
800余年历史，后改名为真武庙。解放后，真武庙
还曾改为梅村小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学撤并，
遗留原庙产房屋30多间及200多年前种植的古银
杏树一棵。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记得了。以前，这里是
梅村小学的所在地。”孔华生介绍，一些在此毕业的
学生还经常回来探访。学校当年的两个篮球架，仍
在原地保留着。

2000年3月，原真武庙恢复重建为如今的东

林寺。2001 年，经整修扩建后的东林寺,占地
10.6亩，有天王殿、观音殿、念佛堂、藏经楼、放生
池、斋堂、宿舍楼等建筑，藏经楼存有各类经书2
万多册。

小时候，三月三庙会人山人海

“以前，每到农历三月初三，我们这里就会组
织庙会。附近的村上人都来这里逛庙会，看大戏。”
孔华生回忆，他小时候，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个庙会还一直举办。举办庙会时，当地人买菜备
酒，呼亲唤友，欢聚交流一番。

戏楼唱大戏是人们最喜欢的一个环节。“京剧、
锡剧都有，人们一看就是一整天，可热闹了。”孔华
生说，在经济还不发达的年代，这个戏楼是村里为
数不多的娱乐文化活动之一，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
化生活。

今年78岁的陈云学从小在西夏墅街上长大，
他年轻时就经常来梅林村听戏。“我记得那时候，戏
楼的一楼是卖布料的，二楼是唱戏的。一到三月三
庙会，戏楼附近就摆满了各种小摊，人山人海，熙熙

攘攘。我舅舅是梅林村的，我听完戏，就到他家吃
饭。每次见到这个戏楼，都是那时候的回忆。”

后来，梅村戏楼年久失修，再加上经济水平提
高了，娱乐活动多了，戏楼渐渐沉寂了。为重新利
用戏楼，弘扬传统文化，2004年，梅村戏楼进行再
次修缮保护。

“修缮完工的那一天，村上请来了戏班子，连唱
三天大戏，可过瘾了。”孔华生介绍，近年来，随着戏
楼的修缮完成，这里举办的活动也多起来。“不仅唱
戏，还经常有游客、学生来这里参观，了解戏楼故
事。现在，这个戏楼又‘活’了。”

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戏楼
也越来越热闹

“其实，这个戏楼是看着我们村发展起来的。”
孔华生介绍，以前，村里经济落后，为发展农业，就
在戏楼南侧几十米的地方修了一条水渠。

这条水渠一直通到距离村约两公里的德胜河，
而德胜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支流。“开水渠的时
候，我也参与的。水渠挖完，我们在戏楼前庆祝。
之后，德胜河的水引到村上，灌溉了村上的农田，老
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近年来，梅林村大力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先后
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全国
美丽宜居村庄”、“江苏省最美乡村”等荣誉称号。

走进梅林，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江南特有的美丽
乡村图景：民居与绿化错落有致，乡村道路四通八
达。

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美丽乡愁。如今，梅
林村大力推进草坪业和乡村旅游发展，靠因地制宜
走出了一条美丽乡村之路。

梅林村党总支书记袁文明介绍，现在村里大多
数人家的土地已流转，每户不仅可收每亩1000-
1200元的租金，村民还可在草坪合作社干活，一天
能挣100-200元，再加上集体经济一块，不用外出
打工也可过上好日子。

“现在，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游客只要
来我们村，都要来戏楼看看。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戏楼又开始热闹起来。从传统农业到好‘现
代农业加旅游业’，戏楼都是见证者。”袁文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