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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演员剧团及排练场



前 言

峨眉电影制片

余年历程。它

。 有过痛苦的磨难，也有过胜利的喜悦，现在进入了壮大发展，兴
? 旺繁荣的时期。

．

、

．在三十周年的生Et里，我们没有举行隆重的厂庆活动，仅E|丁

制了一本《峨影三十年》画册赠送全厂职工和为峨影的建设作过

贡献的同志，以示庆贺。但这并不是全厂职工忘记了过去，忘记

了历史，忘记了鼓劲。我们没有忘记建厂初期不怕困难、团结奋

斗、勤俭办厂的艰苦创业精神，没有忘记几上几下、缓建续建，

百折不挠，知难而进，同甘共苦的无私奉献精神，更没有忘记奋

力拚搏，刻苦追求，为振兴蛾影，争誉增收而创作生产出一批有

特色，有影响影片的进取向上精神。
‘

· 现在，我们再将几位从蛾影建厂以来就一直在厂工作的同志

0 不辞劳苦编撰出来的这本《(蛾影厂志》付印出版，既是向为建设
‘， 峨影而付出心血、作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怀念租

j，： 感谢，又是温故知新，总结经验，激励后来者更上一层楼。
o 峨影在前进，峨影人沿着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在辛勤耕耘。岁月

’

送走了一批一批的创造者，又迎来了朝气蓬勃的新一代。Et新月

、 异，人生能有几回搏?不愿落后的峨影职工振奋起精神，继承饱

。 良传统，在九十年代的影视画廊中，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多

'； 描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吧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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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r峨影的艰难起步和暂停
。

●

建设(1 958—1 962年) ，，

”

‘

第一一节 应运而生的西南电影制片生产基地

一，峨影诞生的时代背景

1958年2月25日至27日，文化部电影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制

片生产促进会议，要求“大力增加影片生产，保证和提高影片质

量’’。同时，还确定把全国影片的产量由1957年的52部增至75

部。同年5月25日至31日，文化部电影局又在北京召开了“电影事

业‘跃进’工作会议黟，提出了“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

有放映队"的“跃进秒口号。
’

四川省文化局根据文化部下达的《关于在各省，。tl治区建立

电影制片厂的方案》的精神，在当年的5月17日向中共四Jll省委

宣传部和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在成都地区兴建电影制片厂

的报告，四川省人委于1958年7月27日正式批准了省文化局的报

告方案。 ，

为了落实制片厂的筹建工作，当年7月经省文化局决定，由

主管电影工作的副局长彭长登负责总揽全局，交局电影放映网、’

管理处承办此事，由处长陈一帆牵头，并有屠光辉、陈永康，晏

．祥金，王立仁等人和从省电影公司抽来的龙中书参加，在盐道街

三号省文化局电影处开展了筹备工作。 ’

、

由于1958年这一年，各省均筹建电影制片厂，缺乏建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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