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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久没有看过露天电
影了。要不是这次“盛夏电影节”
进社区活动，我都不敢想象还能
再看上露天电影。

那天在仙营绿地放映《我爱
我孙》，是我第一次带孩子去看
露天电影。孩子过去看电影都是
在影城，第一次见到一片空地一
块幕布头顶星星的露天电影，非
常好奇，不停地问东问西，转到
幕后再转到幕前，还想去摸摸那
块幕布。多么熟悉的情景，我的
思绪不能阻止地回到我小的时
候。

那时候，大家经常打听的消
息就是“最近放电影吗？”“放什
么电影？”“几点放？”，那个时候
小孩子看上一场电影就跟过节
似的，要是那部电影还是头一次
看，那就跟过年似的。

只要听说晚上有放电影的消
息，大家就搬上小板凳早早地去
占位子，因为去的人多，去晚了就
没有好位置了。有一次我和伙伴
们去得很早，就跑去研究前面那
张幕布。 就是绑在电线杆上的
一块白布嘛，怎么灯一暗，就出了
那么多人影呢？七嘴八舌讨论来
讨论去才发现原来离屏幕不远的
地方有一个会发光的机器，就是
那个机器让幕布出影的。后来知
道那就是“电影放映机”。

发现了这个神奇的“秘密”
之后，我们会用手和头专门挡住
光束，这样屏幕上就会出现我们
被放大了的手和头的影子。晃动
手，手影跟着动；晃动头，头影跟
着动。太好玩了，更多的孩子加
入进来。这种尝试总是在大人们
的呵斥中结束。

孩子说：“原来站幕前面，电
影就是正的，站幕后面，电影就
是反的呀！”我说是啊，我小时候
也发现了这个秘密！

本报济宁8月27日讯(记者
范少伟 路帅 ) 2 5日晚，

“盛夏电影节”最后一场电影
《追击阿多丸》在文化广场上
映，滑稽的表演引得观众捧腹
大笑，许多行人驻足观看。本报
举办的电影节自从7月21日启
动以来，每周六周日都在大型
广场和社区播放影片，共播放
了十余场。

孙大爷从报纸上看到当天
在文化广场上放电影，天还没
黑就骑着电动车载着老伴到文
化广场等着开演，把电动车停
好后，拿着马扎和蒲扇，距开演
还有半个小时，但老人家一点
也不着急。“我跟着咱报社组织
的放映队到仙营绿地和土城社
区老年公寓看过电影，感觉特
别好。”孙大爷笑着说，在报纸
上了解到本报举办的盛夏电影
节后，经常关注相关的信息，看
到预报后，只要家里没有特殊
事情，都会和老伴去看，其中对

《我爱我孙》、《二十五个孩子一

个爹》这两部影片印像特别深
刻。

“盛夏电影节”活动由本报
《今日运河》编辑部、市中区委
宣传部、任城区委宣传部联合
主办，济宁电影有限公司承办、
济宁天策电讯手机广场独家赞
助。活动于7月21日正式启动，
将会持续到8月底，每周周六、
周日都在社区或广场绿地播放
电影。

这段时间，本报“盛夏电
影节”走进社区，走进济宁市
福利院，走进大型广场，走进
消防和武警官兵中间，播放了

《让子弹飞》、《走着瞧》、《唐伯
虎点秋香第二部》等十余部精
彩影片，每到一处，都会听到
群众们的笑声和真挚的感谢。
同时征集以“我与电影”为题
材的优秀作品，许多读者投来
优秀稿件，写出自己青春时与
电影有关的故事，追忆似水年
华，感叹时代变迁和生活发生
的重大变化。

双胞胎兄弟

坐地上看电影
来自安丘的海宇和明

宇，坐在广场最前面，仰着头盯
着大银幕看得出神。当看到潘
长江饰演的鬼子兵滑稽的镜头
时，兄弟俩笑得前仰后合。“这
部片子以前在家看过，但在露
天看电影还是第一次。”哥哥海
宇告诉记者，他很喜欢这部电
影。

在一旁的弟弟明宇则显得
很腼腆，一直静静看电影。他告
诉记者，他们一家是来济宁探
亲的，吃完晚饭出来散步时才
知道广场要放露天电影，兄弟
俩便央求父母看完电影再回
去。“如果你们明天还来放电影
就好了。”电影结束放映时，兄
弟俩恋恋不舍得离开了广场。

5岁娃娃看电影

不哭也不闹
家住在太白小区刘女士告

诉记者，为了看电影，她吃完晚
饭便抱着5岁的小孙女出了门。

5岁的孙女茹茹躲在奶奶
的怀里，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
好奇地看着大银幕，不哭也不
闹，很是认真。“她还是第一次
看到露天电影呢，现在的小孩
哪里见过这些东西。”刘女士笑
着说，以前在农村大队经常组
织放电影。有时为了看场电影，
她们还会徒步十几里地去临村
看。“那时还没有数字电影，都
是胶片电影，中间还会换胶
片。”刘女士告诉记者，自从进
了城，她没进过一次电影院，更
不用谈看露天电影了。

本报记者 范少伟 路帅

格现场花絮

一位小女孩在认真地看电影。 本报记者 路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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