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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与中国电影》

前言

　　2008年，在中国人的百年奥运之梦终于圆满实现的日子里，在中国改革开放成功走过三十年的时
候，一年一度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走进了大连，成为大连人民的盛大节日。我和六百万大连市民一
起，感到喜悦和光荣。　　一百多年前，大连建市之初就和电影相逢。二十世纪初，大连就出现了影
院，开始放映电影。1904年，法国和英国的电影摄影师在旅顺分别拍摄了《日俄战争》和《旅顺口的
陷落》等纪录片，第一次记录了大连的身影。但是，它们记录的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和苦难。　　中国
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大连这座海滨之城获得新生。　　反映大连社会
主义新生活的电影见证了大连的欣欣向荣和大连人创造的辉煌业绩。大连人也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贡
献了自己的青春与活力，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大连这片沃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成绩卓著的电影艺术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连籍的电影艺术
家，成为我国电影事业的生力军。我们熟悉的电影艺术家王炎、朱文顺、李前宽、王心刚、李亚林、
王学新、王兴东、高满堂、王启民、方化、田成仁、于黛琴、于绍康、冯恩鹤，中青年演员李羚、方
青卓、赵静、余男、董洁、秦海璐，都是我们大连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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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与中国电影》

内容概要

《大连与中国电影》是一部具有电影方志性质的图书。《大连与中国电影》的出版是献给第十七届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一份厚礼。它记录了百年电影在大连的历史，折射了大连曾经的屈辱岁月，更铭
刻了大连人为新中国电影不懈奋斗的足迹，描述了大连这个浪漫之都的电影情结，映衬出中国电影的
发展与繁荣。《大连与中国电影》是一本既具文献性，又具可读性的反映城市与电影的读物，也一定
能够受到广大电影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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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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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与中国电影》

章节摘录

　　中国左翼电影是在中国人普遍感受到日本侵略威胁时诞生的，因此，其中不能不或明显或迂曲地
流露出民族自强的意识。这样的影片居然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30年之久的大连受到欢迎，岂不发人深
省？1935年2月1日，《桃李劫》在大连露天市场北平电影院放映后，影片的主题歌《毕业歌》很快传
遍大连的千家万户。“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寸
寸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这首由《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曲作者合作的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心声，而当它
出自已经被日本奴役了30年的大连观众之口时，则别有一番滋味在，使我们分明可以触摸到一颗颗拳
拳的爱国之心。　　新中国诞生后，大连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有了迅猛的发展。据历史记载，大连
在1949年建国前夕，只有22个电影放映单位。可以想见，当时只有很少的大连人能看到电影。而到了
建国10周年的时候，大连就有了154个电影放映单位，是1949年的7倍。大连拥有电影放映单位最多的
一年是1983年，有1355个电影放映单位，是1949年的61.5 9倍。电影放映单位的急剧增长，说明有更多
的大连人能看到电影。其中当然主要是中国电影，而且即使是外国电影，也离不开中国电影界的译制
、出品、发行和放映人员的辛勤劳动。　　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是观影人次。1950年，大连全年的观
影人次是1818005，按当时大连有100万人口计算，人年均观影1.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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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与中国电影》

章节试读

1、《大连与中国电影》的笔记-第1页

        李羚&amp;李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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