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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家家专专业业影影院院厂厂房房改改建建

    电电影影初初传传入入潍潍坊坊时时，，片片源源、、场场次次都都十十分分有有限限，，而而且且多多
是是外外地地专专业业人人士士来来放放映映，，所所以以人人们们观观影影大大都都是是露露天天。。随随着着
电电影影这这一一时时尚尚之之物物的的吸吸引引力力越越来来越越大大，，特特别别是是有有了了中中国国人人
自自己己拍拍摄摄的的电电影影之之后后，，潍潍坊坊的的专专业业影影院院应应运运而而生生。。

  据史料记载，中国人最早看电
影大概是在1896年8月，上海徐园
内的“又一村”茶楼里。放电影不
是专场，一般穿插在唱戏、杂耍等
节目之间，说到底是“配菜”。在
茶楼里看戏，看杂耍还行，嗑着瓜
子，喝个大碗茶，顺带聊个天，但
看电影不行，必须置身于黑暗之中
才行。显然，茶楼、戏园已无法满
足人们的观影需求，观影场所开始
脱离出来。
  露天放映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
新奇体验，但随着放映内容的增
多，人们不再满足于露天观影，而
企业也开始从电影中寻新商机、新
机遇。
  1927年，潍县东关石家巷子的
华东面粉厂，因经营萧条被迫停
业，他们瞅准电影生财的门道，从
青岛聘来放映师，租赁机器、影
片，利用厂内发电设备和厂房来放
电影，并改名为真光电影院，这标
志着潍坊首家专业影院的诞生，彼
时主要放映《孤儿救母》《无底

洞》等无声影片，门票1角。
  1930年，潍县东关北巷子后苇
湾南崖建席顶木板结构影剧院，由
席棚子改成木板房，非常简陋，内
设条凳，能容纳六七百人，因苇湾
里芦苇丛生，夏天常是蛙声一片，
故名天蟾舞台。其实，天蟾舞台也
是以唱京剧为主，从青岛招来影
商，放映《火烧红莲寺》《火烧百
花台》《空谷兰》等中外无声影片。
每至傍晚，发电机轰隆隆响，观众
蜂拥而至，1932年6月，大雨灌满
了后苇湾，天蟾舞台因此倒闭，一
些流动的放映场应运而生，如潍县
城里曹家巷的郭家马号、胡家牌坊
街的武衙门，都放映过无声电影。
  1930年，苇湾西北角有铁匠王
五搭起的长乐戏院也放映电影，可
容400余人。这些影剧院相继建
成，放映设备从手摇放映机逐步升
级至35毫米放映机。1939年，潍县
廿里堡英美烟公司职员李宗起，租
用永乐戏院放映电影，改名皇宫电
影院。

  技术进步，推动着电影的发
展。1929年美国有声片输入到中
国，1931年3月，中国第一部有声
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公映。
《歌女红牡丹》采用蜡盘发音的方
法，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胡蝶
主演，明星公司拍摄。
  1938年，日军侵占潍县，日本
人高逢和朝鲜人金村、丹三投资购
买放映设备，于1939年将位于潍县
南坝崖的中华戏院改为兴亚剧场，
建筑为砖石结构，观众厅装有消音
板，设连椅，可容观众千人，是当
时一般县城中第一流的影剧院。在
日本人监管下，金村具体经营，于

1940年底开始，用35毫米放映机放
有声电影《千里送京娘》《灵与肉》
《十三妹》《秋海棠》《木兰从军》
等有声电影。1945年抗战结束，国
民党地方政府接管兴亚剧场，更名
光华电影院，先后放映过《秋海
棠》《球王战史》《侦探之花》等，
票价法币200元。潍县解放前夕，
光华电影院被国民党军队拆除。
  新中国成立前，除了潍县的电
影院外，1948年8月，益都县东关
人钟少卿、青岛人韩冷寒从青岛携
带日本产罗拉35毫米提包机回到益
都，在耶稣教堂放映，内有靠背连
椅，可容纳300余人。

面粉厂停停业业改改成成电影院 首家专业影院门票1角

  1948年12月，潍坊特别市在城
里胡家牌坊街原民众教育馆旧址，
办起了能容500人的新华电影院，
1949年1月开业，首映苏联故事片
《冰上大战》，相继放映《赵一
曼》《中华儿女》等富有教育意义
的影片。同年，迁至文庙旧址席棚
内放映。
  新中国成立后，潍坊电影事业
进入快速发展期。1950年，昌潍专
署投资20亿元（拨100万公斤杂粮折
款），在文庙旧址建成新华影剧
院，设1380个座席，于1951年1月1日
开业，首映国产故事片《我这一辈
子》。新华影剧院的建筑规模，放
映设置均超过光华电影院，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全市第一大建筑。由田
华主演的《白毛女》在潍坊上映
时，影院门口已停止售票，观众不
得不搬到中苏友协的大院内买票，
排起的长队有数处拐弯，许多单位
还派出代表团购，8分到1毛5分钱的
影票使得老百姓都有机会坐到影院

享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益都、昌
邑、临朐都建起了电影院。
  1977年，位于潍坊市城区和平
路中段（今百货大楼对面的和平广
场处）的潍坊影院建成，放映厅呈
封闭式，可容观众1400人，并有休
息室、会客厅和水暖、通风设备，
装有国产东风牌35毫米座机，上座
率居全省同类型影院之首。
  1979年7月，潍坊华丰机器厂礼
堂、潍坊军分区礼堂、潍坊市府礼
堂（原潍坊地区行署礼堂）对外开
放。潍坊华丰机器厂礼堂造型美
观，设备优良，呈剧院形式，设座
席1400个，长年放映电影。潍坊军
分区礼堂设座席1400个，以放电影
为主。造型壮观，气势雄伟，装有
松花江牌5501型35厘米放映机，设
座席1430个。
  至20世纪70年代末，潍坊各县
市区都有了自己的影院，诸城、高
密还不止一处。

  20世纪80年代，潍坊电影市场
迎来市场化浪潮。
  1981年，电影《喜盈门》开始
发行，成为现象级影片。1988年，
获国际大奖的影片《红高粱》的发
行首次实行“单片超收有奖”的办
法，调动各影院的积极性，22家城
市影院超额完成预定指标，首轮放
映收入37万元。
  影院建设亦呈现多元化。文化
礼堂装有松花江牌5501放映机，除
偶尔用于会议外，基本对外放映。
和平剧场最初以演戏为主，1983年
起对外放映电影。工人剧院，原址
位于今潍城区青年路与民生街交叉
口东南角，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
可容纳观众1980人。剧院设计新
颖、规模宏大、设备齐全、装潢考
究，配有天津产东风牌座机，1980

年2月1日对外开放，首映电影《红
牡丹》。
  东风东街四平路与潍州路段路
北的人民剧院1955年对外开放，一
直以艺术剧团演出为主，1980年增
添电影放映机房，开始放电影。
1981年在城区胜利支路建简易式东
风影院，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建
筑外观端庄朴素，放映厅单层，观
众厅宽敞舒适，内无楼座，设座席
1430个，装有天津产东风牌35厘米
固定式座机，可放映立体电影，
1982年元旦开业。潍坊市（县级）
电影公司于1980年在坊子六马路东
段建成露天影院，1982年在原址建
成坊子影院，同年12月27日开业。
该院设备简易，观众厅设座席1200
个，装用旧松花江牌放映机。1984
年1月，该影院属坊子区。

  1998年，文华影剧院开业，引
入杜比环绕6声道数码立体声系统
（简称杜比环绕声），标志着潍坊
影院迈入现代化阶段。
  20多年前，中天电影城是城区
电影市场的领头羊，它是潍坊市电
影放映公司投资140万元对办公楼进
行改造后打造的，2001年4月15日开
业，是山东首家电影超市，2002年

院线制改革后加入山东奥卡新世纪
院线，成为潍坊首家加入院线的多
厅影院。
  潍坊的电影产业在技术革新与
文化传承中寻找平衡，截至目前，
全市影院数量突破70家，影厅达到
440余个，激光放映3D、4D乃至沉
浸式影厅遍地开花，为市民打造了
家门口的视听盛宴。

新华影剧院能容五百人 曾是全市第一大建筑

市场化转型浪潮来临 电影院呈多元化发展

引进杜比环绕声 全市影厅440余个

兴亚剧场始播有声电影 后更名光华电影院

潍坊影院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