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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县级电影院的兴衰史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10月30日，初冬的午后，金
乡县中心街，71岁的马作华注
视着一座写有“图书馆”字样
的气派大楼，脸上的表情表明
他若有所思。

马作华老人眼前的这个
建筑经历了三次变迁。最初，
这里是东方红电影院，一个欧
式大教堂式建筑；后来，在原
址上建起金乡影视中心，青砖
的四层楼；现在，这里是正在
装修的金乡县图书馆，一座瓷
砖覆面的当代建筑。

当年，这里曾像供销社、
肉食站一样，一票难求。它的
变迁，既承载了很多人的回
忆，又反映了一个县级影院的
兴衰史。

“2002年，我到电影公司当
经理时，影视中心已谈不上效益
了。”说起影视中心的没落，李伟
用了一去不返这个词。

李伟说，这其中有些是体
制范围内的制约。1993年1月，
广电部提出要打破电影行业

“统购统销”局面。1995年，广
电部电影局下发通知，其中规
定，取得影片发行权的单位，
可以直接向省、市各级发行单
位和放映单位发行影片。这等
于承认了电影行业所有企业
的经营自主权。

2002年，实施“院线制”，即
省公司组织效益好的县电影院
直接到中影购片，省公司再和县
里按比例分成。后来，“院线制”

暂停，又采用了“临调”模式。“临
调”即县电影院向省公司调片
源，当场付租金。

“这对县级影院里来说，
风险很大。每天的片租最低为
200元，最高的3000元。如果票
价是10元，一场电影最少要有
700名观众，影院才不至于亏
本。”李伟说，当时的国产影
片，放一场，亏一场。这是当时
县电影公司的真实写照。

当时，大片不但贵，还很
难被县城影院第一时间租到，
一部新片的胶片拷贝总被省
级和市级影院捷足先登。而省
市影院还未结束放映时，这部
新片又登上了电视荧屏(1990
年代后期，电视机已经走入千

家万户)。因此，县城电影院播
放的不少新片成了“旧片”，少
有人问津。

片源贵、时效差、没观众，
电影公司的收入下降，资金开
始紧张，经常连员工工资都发
不出。李伟说，2002年开始，不
少员工陆续“停薪留职”自谋
生路，有的当起了个体户老
板，有的外出打工。

随后的几年，金乡县电影
公司日况愈下，尽管用上了组
织学校、单位来看的手段，票
房收入仍旧无法抵消片租支
出，其职能逐渐变成管理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的机构。除此之
外，几乎再未放映商业电影。
直至2010年8月份，影视中心

最后一次放映后，就彻底不再
放电影。

2011年底，影视中心走完
了它的使命。金乡县决定将影
视中心改建成金乡县图书馆。
改建后的图书馆完全改变了
影视中心的面貌。原来支撑观
众走上二楼的大楼梯被拆除，
外部被贴上了代表现代化标
志的瓷砖、大理石和钢化玻
璃，还在原楼的两侧加了两个
侧翼，顶部加了一个超大横
梁，内部结构也被完全打乱，
进行重新装修。已找不到影视
中心半点痕迹，更不用说“东
方红”的影子了。

(金乡县委宣传部王建通
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
座电影院渐渐地失去了它原
有的光环。“80后”的王伟曾惊
讶于它的存在，“啊，金乡还有
个东方红电影院？”1979年出
生的王建通对于这座电影院
的记忆也是模糊的，“一点印
象都没有了，光记得有影视中
心”。王建通说。

由于设备落后，环境差等
多种因素，“东方红”渐渐失去
了它作为电影院的功能。1990
年，东方红电影院被拆除。
1992年年底，在原址上建起另
一座建筑，即金乡影视中心。
1993年1月1日，金乡影视中心

正式运营。
青砖，混凝土，四层楼。当年

这座建筑那叫一个气派，当时号
称鲁西南最好的电影院，曾有人
说至少10年之内不落后。

现在已是金乡县影视公
司副经理的孙明智，是影视中
心辉煌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1994年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
岭，那一年，他到影视中心，成为
一名受人尊重的放映员。他说，
当时，影院继续沿袭计划经济模
式，片源先分到省里，省里分到
市里，市里再分到县里。

影视中心哪天放什么电
影，每个月都由市里统一安

排。这种排片制度下播放的片
子，被称作“轮排片子”。李伟
介绍，当时的电影市场供不应
求，可容纳上千人的电影院场
场爆满。电影胶片也从8 . 75毫
米发展到16毫米，再到35毫
米。

县城电影院为什么那么
火？李伟说，“那时候，电视机
的数量有限，没有网络，娱乐
活动相对匮乏，只有去看电
影。”他说，电影《霹雳舞》上映
时，县城舞厅里的年轻人都爱
模仿电影里的舞步。

县城影院的辉煌期，从上
世纪80年代延续至上世纪90

年代末期。在李伟的印象中，
影视中心在1997年迎来又一
次辉煌。“那一年，光票房收入
就达100多万元”。但是从1998
年开始，电影市场开始滑坡，

“全部的经营收入不到70万
元”。李伟说。

令李伟和同事们意想不
到的是，1999年，影视公司迎
来一个“寒冬”。各项业务直线
下滑，“1999年的票房收入连
20万元都不到”。到了2002年，
影视中心每天也就放上一场
电影，或者有大片上映的时
候，才有人来光顾，一年的收
入连10万元都很难保证。

宽敞的礼堂里座无虚席，
一束亮光，从高处不大的窗子
里照射到迎面宽大的荧幕上。
胆大顽皮的孩子们站在高处，
把小手伸向亮光。借助亮光，
孩子们用手指摆出各种动物
的模样，在荧幕上晃动。

58岁的金乡市民徐辉说，
这曾是他最熟悉的影院场景。
他说，一阵铃过后，全场漆黑
而安静。荧幕上随音乐开始放
映的是《新闻简报》。这时，仍
有人拿着票，在工作人员手电
筒亮光的引导下，踉踉跄跄地

挤到自己的座位上。
徐辉在老东方红电影院

对面出生、成长。在他印象中，
东方红电影院像一个欧式的
大教堂，圆圆的顶，很气派，影
院的正上方有一颗大大的五
角星，“具体什么年代建成的，
我也说不清了，反正出生的时
候，已经有这个电影院了”。徐
辉说。

马作华同样说不清“东方
红”建成于哪年。他只记得当年
这里(电影院)火爆得很”，就像
供销社、肉食站一样，一票难求。

东方红电影院建成于上世
纪50年代，当时只有一个放映
厅，只能容纳1000人。“那时候，
电影院里差不多场场爆满。有
一次放《三打白骨精》时，很多
人从村里赶来看电影。

马作华老人清楚地记得，
1976年，《红楼梦》上映的时
候，“媳妇要从郑州回来，我一
大早就跑来排队买票，花了2
毛钱买张票，等她回来一起看
场电影。在当年，那是很时髦
的事儿。”马作华微笑着沉浸
在当年的幸福中。

今年70岁的胡大娘介绍，
她小时候看电影，小孩是5分
钱一张票，大人才“8分钱”。

“电影院里，从天明放到天黑，
人满满的，一个电影连看好几
遍都不觉的烦。”

“在1980年代，凭借八分
到两毛的票价，甚至最贵的时
候三块钱一张票，县城电影院
就能达到每年20多万的收入，
可见当时县级电影市场的火
爆。与之相比，三五万的片源
费用只是‘小头’。”金乡影视
公司经理李伟说。

影视中心变身金乡图书馆

影视中心收入下滑近10倍

东方红电影院曾场场爆满

改造后的金乡图书馆

改造前的金乡影视中心(资料图)

陈旧的座椅显示了东方红电影院
的衰落。(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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