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前：
始于清宣统年间
1929年大光明戏院落成

“泉州电影事业创始于1910年（清宣统
二年），首创人为王承宗。”根据1993年编撰
的《泉州市电影志》记载以及泉州文史界名人
何健魂在《泉州电影事业梗概》中的记录可
知，王承宗原籍泉州，是泉州第一个搞电影事
业的人，也是最早让泉州人看到“影戏”的
人。据记载，百余年前王承宗曾向来自南洋
的归侨购买摩擦电影机一部，并附上西洋影
片数部，开启了泉州的电影放映记录。

1913年，“启智戏院”开启了泉州影院建
设的历史，成为我市第一家电影戏院。1916
年，奎霞巷的“温陵戏院”、南街头丰美内的“大
众戏院”、伍堡街的“鲤江戏院”和五堡马路的

“桐城戏院”相继创办，在当时虽然设备不完
整，技术也不成熟，但这些影院男女分座、附有
通译（默片时代的电影外的旁白解说），亦给当
时闭塞的社会风气带来一些新风尚。

到了1929年，“大光明戏院”落成，它是
新中国成立前，泉州电影院中规模最大、设备
最完善、寿命最长的一家电影院。当时院内
有千个座位，不仅有专人到上海采办影片，还
邀请剧团来泉献艺。1949年9月，该戏院更
名为“泉州人民剧场”，1950年9月，又改名为

“泉州人民电影院”（位于今金鱼巷）。

20世纪50年代：
三项全省“最早”
城乡电影放映蓬勃

进入20世纪50年代，泉州电影放映事业
快速发展。1950年9月，从历史中走来的泉州
人民电影院重新开放。1955年2月，公私合营
的泉州侨光影剧院开业，1959年10月1日，全
省第一家符合标准的宽银幕影剧院——泉州
影剧院开业。“一开始的银幕是1∶1.375的长
方形比例，后来就是1∶2.35的超大长方形，接
近现在的电影银幕。”泉州资深电影人洪岫岭
在《我与电影结缘》中回忆，当时播放的第一部

电影是中国和苏联合拍的《风从东方来》，拥有
2007个座位的观众厅，座无虚席，场面空前。

20世纪50年代，农村电影放映单位从无
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据《泉州市电影志》记载，
1955年3月，承担本区惠安、仙游两县巡回放
映任务的省电影23小队，由归国难侨和侨属
女青年叶凤英、吴秀英、颜文思、王秀桂等4人
组成，是全省范围内最早出现的“女子电影
队”。彼时电影放映队是农村电影放映的主
力，但也不只有放映队，据老电影人曾华福在
《石狮电影百年》一书中记载，1958年，全省农
村最早创办的村级影剧院——“梅林渔民俱乐
部”在石狮永宁公社梅林大队建起。截至
1990年，全市农村共有各种体制和不同规格
的电影放映单位174个，包括永春介福、安溪
龙涓、德化赤水等偏远乡镇也有电影放映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全省首家冷气影院
豪华小影厅受追捧

改革开放让电影院进入高速发展期，市
场走向成熟。坐落在各县（市、区）政府所在
地的城镇电影院和影剧院共有16家，是全市
电影放映网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泉州人
民电影院机务组技术人员自主研发了锡箔自
动过机控制器及全国第一套微电脑（单板机）
电影全日自动化控制系统，电影放映技术全
国领先。1980年6月，泉州大众电影院开业
（位于今文庙青云路），1989年12月泉州东湖
电影院建成，之后由厂矿、企业、机关、团体、
大中专学校、农村茶场，以及科技协会、计划
生育等部门单位创办的55个单位电影俱乐
部相继出现。

据记载，1982年8月，泉州人民电影院投
资11.4万元，率先在全省安装了冷气设备，次
年，侨光影剧院也上马冷气设备。1989年，泉
州人民电影院、侨光影剧院、惠安人民影剧院
等7家放映单位年发行收入达156万余元（当
时一张电影票几角钱），其中泉州人民电影院
最高，达47万余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部
分城镇电影院（影剧院）开拓经营，创办豪华小
影厅，1993年，全市共有豪华小影厅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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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电影既是宣传教育的工具，也是群众最喜闻
乐见的娱乐方式，几乎也是最高档时髦的方式。泉州的电影
放映自清宣统年间兴起后便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有
多项全省首创，甚至有全国领先的放映技术，为当时的人民
群众带来了极好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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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异性看电影是“天大的事”
“咸酸甜”和瓜子成观影标配

“那个年代和异性看电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很严肃，不是可以随便约的。”杨茂盛介绍，在20
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只有确立了恋爱关系或者
已经订婚了方可一同去看电影，否则就是“坏了名
声的大事”。

“大部分看电影的是同性朋友、夫妻或者已经
确定恋爱关系的人。大家去看电影之前，会在门
口买些‘咸酸甜’或者瓜子，就像现在的可乐爆米
花。”他回忆，当时一个电影院就是一个商圈，门口
各种商贩汇集，卖“咸酸甜”（俗称，即现在的菜头
酸、杨桃、李子等）、石花膏、豆花、卤料等，夜场电
影之后观众还会买些“烧酒菜”吃。

通宵电影带动夜市
授歌站前“大合唱”学电影插曲

当时看电影有多受欢迎呢？白天场不够，加
了周末场还不够，于是人民电影院首推通宵场。
即在晚上八点三十分后连排五场，一直到次日早
上七点左右。洪岫岭表示，夜场电影也带动了夜
市繁华，真是“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要开张，
耍闹去处，通宵不绝”。

在当时夜场电影院门口还有一个时代特色
“授歌站”。“事先把电影中插曲的曲谱和歌词印
好，当时一张曲谱卖一分钱，然后用录音机到放映
机房把影片中的插曲、主题曲录下来，再到影院门
口的广场上一遍一遍地放。一般是利用上一场电
影散场前的四五十分钟和第二场即将进场的时间
授歌，等入场的会驻足听，出场的会借曲目回味电
影，所以当时授歌站办得非常红火。”洪岫岭说，这
在当时是全省首创，也是很好的电影宣传手段。

“跑片”堪比送外卖
与“没镜头”衍生成泉州俚语

与现在的数字电影不同，过去电影都是胶卷
拍的，再用胶卷拷贝供电影院播放，常常一座城市
的几家电影院要共享一份拷贝，于是就需要“跑片
员”在几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穿梭送片。

“那时候每家电影院都有两三个跑片员，这家放
映完了，把胶卷倒回到片头再送到下一家去，那时候
的跑片员奔袭在路上的速度不亚于现在的快递员，
都是争分夺秒的。”杨茂盛回忆，后来引进了轻型摩
托车，全市只有四辆，除了邮政送电报的一辆外，其
余三辆分属三家影院。哪怕是这样，电影屏幕上也
经常出现“跑片不及”的字幕，需要观众稍事等待。

“你专做一些‘跑片’‘没镜头’的事情，这话你
听过吧？这就是由电影衍生出来的泉州俚语，意
思是你专做一些不靠谱、不着调的事情。”杨茂盛
介绍，在那个羞涩年代播出暧昧镜头时，画面就一
黑，变成“没镜头”，后来人们就以此来调侃一些

“不着调”的行为。

“吃千家饭”“睡百家床”
推板车农村巡映备受尊重

娱乐贫瘠的年代，看电影不只是在城市受追
捧，在农村更是如此。据石狮老电影人曾华福在
《石狮电影百年》中记载的老放映员施起鳅先生的
回忆，早在20世纪50年代，电影便是农村广大农
民最心仪的文化娱乐形式。

“电影队一到村里，全村就像举办迎神赛会一
样热闹，有的搬椅、有的搬砖头石块抢占座位，有
的早早就吃了晚饭到现场等着看电影。不少青年
人都主动帮助维持秩序，帮忙埋竹竿、拉绳子当围
墙，帮售票。”老先生回忆，当时放映员是全省编
制，他被分配到省晋江29小队，要到双阳、河市、马
甲等地巡回放映。

他回忆，当时电影队的建制一般是小队长、
放映员、发电员三个人，只有小队长有一辆自行
车打前站联系放映点，放映员和发电员雇一辆
板车拉电影机和发电机，跟板车工同行。每到
一地就找积极分子联系，在他们家吃家常饭，这
就是“吃千家饭”，晚上就住在他家中或祠堂宫
庙，一般住学校教室，叫“睡百家床”。第二天清
早要先清理一天的放映场地才能动身到下一个
放映点。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有一次下到永宁放映《上
甘岭》，当天晚上有几千名观众，发电机坏了又修
不好，最后只得宣布停映。黑灯瞎火，观众散场秩
序井然，没有一个骂街，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老
先生表示，那个年代群众对电影的热爱和对电影
人的尊重令他们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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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摆，我 合你去到侨光看影戏，汝看我，我看你笑眯眯，毋知影戏搬啥

乜……”这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泉州广为传唱的闽南语民谣，当时看电影是最前

卫、最高档的娱乐方式。也因此，影院成为最时髦的娱乐之地。伴随着时代东风，泉州影院市

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片繁荣，不仅泉州影剧院、泉州大众电影院、泉州东湖电影院以及各县区

电影院相继出现，更出现了全省首家宽银幕影院、全省最先引进冷气设备的影院、全省第一支“女子电影队”、

全省第一家农村影院等开创性事件。那是时代的印迹，更是几代人在光影之下的特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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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院时代的钟楼，人比现在旅游高峰期的还多，还热闹！当时
泉州影剧院有观众座席2000个，一场电影之后，影院门口有4000人在
那交汇，还有其他商贩、路人，一天有五六场电影，那就是2万人啦。”在
泉州电影行业工作42年的资深电影人杨茂盛的记忆里，早年一个影院
便是一个商圈，是时尚、娱乐和消费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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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泉州影剧院播放的第一部宽银幕影片《风从东方来》
的海报，在当时影响很大。

1981年夏夜晋江金井的一个渔村（陈世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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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永宁镇梅林影剧院

石狮永宁镇梅林影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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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晋江县影剧院放映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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