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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祝《临沧地区电影志》问世

《临沧地区电影志》、经过编纂者和各个县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予完成了。这

是一个浩翰的系统工作，它生动的记述了全区电影战线四十年的奋斗历程，是一项意义

十分深远的工作。也是行家里手共同辛劳的结晶。

为什么要写“志”?有的人是不理解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 “编

纂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建设的

需要”． 。新方志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力求体现当

地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反映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根据《规定势的要

求，一部专志，从整体上说，凡符合修志的目的，能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能反映本

专业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伟大成就的，能够对当前的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就

符合修志的要求。我以为《临沧地区电影志》，以详实的资料，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所

记述的内容和重点，是符合《规定》要求的。它也符合《规定》提出“新方志应充分反

映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的革命斗争，社会变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情况，准确地记录

并积极发扬当地各族人民爱国爱乡、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的要求。《电影

志》(发行放映)，是整个电影事业的组成部分，因此，既要反映。共性“又要表述它

的特点即“个性’。就是说“专志”要“专”，临沧地区电影志，也达到了”专”的要求

临沧地区的电影事业，是解放后从零起步的。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政策的腐败统

治，剥夺了各族人民文化生活的权利，全地区没有一个电影放映单位。新中国成立四十

年来，临沧地区的电影事业，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1991年全地区放映单位

达到397个，放映收入3．364．3千元，全区人均年电影费消近二元，发行收入突破百万元

大关，达到1，144．●千元，众人次17，669．7千人次．全地区人均看电影八九次。这雄辩地

证明，临沧地区电影事业的巨大进步。临沧地区地处边远山区，又有边疆县，经济还不

发达，城镇人口又少，发展电影事业困难重重。地区电影事业以取得的伟大成绩，充分

证明t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电影事业迅猛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说明临

沧地区的电影事业贯彻了“二为”方向，一直坚持“城乡兼顾，重点在农村”的方针，

始终把农村电影普及放在首位，创造了令人嘱目的业绩。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年来尤为突

出，因地制宜积极贯彻“改造城市影院，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发展战略，因而取得较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改革十年来，全区发行收入翻了一翻，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作出贡献。为了帮助边疆各族人民看懂电影，影片译制工作也很出色。此外，发展

电影事业还要有一支好的队伍，临沧的电影队伍是可信赖的。．·些老同志为了边疆电影

事业，奉献了一切，做出卓越的贡献，1988年11月发生了强烈地震，他们不顾个人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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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器材，积极修复被地震破坏的房屋、设备，很快恢复了放映，在废墟上重建电影事

业。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临沧的电影队伍是一只过得硬，经得起考验可以信赖的队伍。

临沧地区的电影业绩，是这支队伍四十年来艰苦耕耘的结果。

四十年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总结和发扬，志书应充分反映它。志者，记也，而

不是论也。志之体，不是论述，而是记述事实。这有另lj于普通文体。我们可以在电影志

中反映规律，可以用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来反映规律，并用规律于事实记述之中。使“志

予致用”，达现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之目的。供电影事业在深化改革中，能加以借鉴。

写此短文，谨表祝贺。

李忠民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子昆

-- (李忠民：原云南省文化厅电影处长、云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中国电影发

行放映学会云南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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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电影志》是记录临沧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及民族语译制片发展过程的一部

专业志，是《云南省电影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临沧地区文化志书之一。《临沧地区

电影志》比较详实地记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我

区广大电影工作者，勤奋开拓，艰苦创业，在电影战线上辛勤耕耘的业绩，记叙了边疆

电影发行放映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业、建设、发展的历程。大量的史料，丰富

的内容，堪称我区电影发行放映事业上的一幅多彩艳丽的历史画卷，在“资治，教化、

存史。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电影传播手段先进，具有声光并美，易予普及的特点，历来是边疆各族人民文化生

活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在发展边疆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建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有着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区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是在解放以后才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九五三

年，硬南电影大队四十八小队，负责临沧区内八县的电影放映工作，一九六四年，成立

了临沧地区电影管理站，辖二十七个放映队，一九七八年后，地区和各县相继建立了电

影发行放映公司，现在全区已有电影院21座，电影队3 7 5个，形成了覆盖城乡的电影

放映网络，临沧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看懂看好电影，在民

委的支持下，地区电影公司成立了民族语影片译制组，译制了佤，傣、拉祜、奕(俐

，f窄)等少数民族的影片，在少数民族地区放映，受到欢迎和好评。建国四十一年，电影

发行放映事业和民族语译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有一支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队伍，是我区电影发行放映战线的一个显著特点。这

支队伍有建国后第一批培训的“南京牌”学员，有西南培训的“重庆牌”学员，他们从

内地来到边疆，用自己的双手开拓边疆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这批老同志，有的已退离

休，有的已长眠在边疆，有的还在岗位上倾洒余热。在他们的辛勤培育下，现在全区已

有了一支有佤、傣、拉祜，布朗．奕、德昂等少数民族人员，七百余人的电影发行放映

队伍。电影发行放映事业有了一批能干的基本力量。我们感激这批老同志为边疆电影发

行事业作出的贡献。《临沧地区电影志》，不仅是为写历史，也是为了使这些老同志的

辛勤劳动不致磨灭。也是为了激励这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学习老同志的刨业精神，发

扬成绩，艰苦奋斗，勤奋开拓，把电影发行放映工作推上一个薪的台阶。

《临沧地区电影志》的编写工作，在省电影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八县电影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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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下，原电影系统的一批老同志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地区电影公司主管宣传

的副经理执笔编写，部份同志配合，前后四年多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做了许多

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精心编写，二易其稿，于今终于付印，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

示由衷的感谢。对志书编写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贺《临沧地区电影志》问世，祝临沧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新形
势下取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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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凡 例

一，这部“电影志"，自一九二七年阿佤山区第一次放映活动

开始，到一九九。年底止，历史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

年，注明公元年号。新中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二、这部“电影志”，共分十章四十八节，配有照片、图表。

以及其它资料。图表排于章节之中，附录于志书之后。

三、志文中的地名，均用老地名，括号注当今名称。如：顺宁

(凤庆)、镇康(今永德)缅宁(临沧)，蒙化(巍山)等。



概 述

临沧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北纬罨譬057--25。027，东经98。41 7--100。34 7。东南毗连

思茅地区；北靠保山地区、大理白族自治嘲，西南与缅甸邻邦接壤。全区总面积为23636．7

平方公里。国境线长达292．764公里。全区共辖临沧、凤庆、云县、镇康、永德及双江拉

祜佤族布朗一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八个县。六十七个

乡；二十二个镇，七个国营农场，总人口为2004174。人。”有汉，佤、彝、傣、拯祜、布

朗等二十多个民族，i其中少族民族人口为?60094人。

临沧地区属横断山纵谷地区的南部，．为河流割而成的山原地貌形态。近河谷地区为‘

巍峨高山。是个山多坝少的地区。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不明显．千湿拳分明、。；

雨水较多，垂直变化显著特点。

由于历史原因，临沧这块边陲兄弟民族聚居之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时，看

上去是一片凋蔽残破的景象。房舍破烂不堪，道路泥泞、瘟疫漫延，村寨冷落萧条，。琵

济极为贫穷，生产水平低下、文化教育落后，，民族树寨仍过着刀耕火种，劾木结绳记数
√

一
的原始生活。

¨

懈放后，人民‘生活发生变化。。我区的电影事业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步发展，。第一次I

有声电影在边疆出现后，就受到边陲各族人民的欢迎。因而电影在各级党委、政府关怀

下，发展迅速，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ll蠡沧地区的电影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时期(1927--1950年)。无声电

影的出现、阿佤山上英国电影的侵入，国民党省教育厅的抗日救亡放映宣传，使人民群

众心目中有了“电影”这个名字。二是创业时期(1951年一1965年)。中央、省等各级

人民政府慰问团放映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队、云南省电影大队派出的电影队在极

其困难的情况下，深入边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开拓临沧

电影事业，赴留在临沧地区艰苦创业的两个电影队，为临沧电影事业创立了不可磨灭

的功绩。电影队从一个到两个，六五年时达到二十六个放映单位。三是发展时期

(1966年一1978年)。八点七五毫米电影的出现，打破了过去单一国家办电影的状况，

短短的十二年，电影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一个。电影队活动范围缩小、群众看次增加，放影

网点建立。但是也掩盖另一方面，这期间，建国十七年拍摄的影片全部封存，只映八个

样板戏影片和部份国家电影，人民文化生活空虚，许多规章制度被破坏，电影队活动不

正常。虽然放映队伍增加，但群众看到的影片节目很少，多是纪录片。四是改革时期

(1979年一199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电影工作发生根本的变化。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电影要求更为迫切。为适应改革需要，临沧地区出现个

体电影队，教育、科教电影队，加上原有的农垦、厂矿、部队系统电影队，临沧出现了

多类型的一支宣传队伍。这期间，各类影片解除禁锢，一批又一批新故事片与观众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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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促使电影事业全面改革。地、县电影公司，乡镇电影管理站的建立，各种规章制度

恢复健全，城乡放映场所改造；更新放映设备等。使我区放映单位发展到三百七十五

个，许多集体、个体放映单位建起了一幢又一幢的简易电影院，使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

聚居地的群众看到自己语言的?傣家电影”、 “阿佤电影”． “拉祜电影”、 “俐f{l}电

影”。大大改善了群众看电影的条件，有的乡、镇、村站着看电影变成坐着看，室外看

走进室内看，小电影变为大电影，农村也看到宽银幕，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四十一年来，电影队在边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紧密配合党

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配合中缅边界勘察、拥军优属慰问活动及各时期中心工作。为边

疆的生产发展，基层民族联合政权的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和边疆各族人民的团结

作出了重大贡献。

目前，临沧地区广大农村的文化生活仍然薄弱，城区和大部份乡镇所在地电视、录

像、体育、文娱活动等迅猛发展，但山区农村，电影的潜力还很大，农村文化生活主要

还是靠电影。因而面对新的形势，要在开发农村电影市场上下功夫，在改革中前进。为

繁荣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抵制境外资本主义文化渗透，振兴临沧地区的电影事业，我

们每一个电影工作者必须在竞争中求发展，勇于创新，再接再励，为谱写明天临沧地区

的电影蓝图而努力奋斗。



大 事 记

中华民国十六年

(一九二七年)

英国传教士永文和等三人，在永和(属沧源县)传教，用战争影片欺骗群众，同时

用拉了字母拼音的佤文培训“撒腊”(佤族中的基督教头人)。

(摘自《沧源佤族自治县概况》)

中华民国十七年

(一九二八年)

顺宁人(凤庆)木逢春，在缅甸做生意，回来时带网一部小型无声家庭电影机，在

本县放映，后带到云县回营亲戚马利川家放映。

——风庆老人回忆和《云县文化志》载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一九三五年)

河北人戚福山童子马戏杂耍班由蒙化(巍山)到顺宁，后经云县，缅宁至景谷。白

天耍杂戏，晚上放电影，所放影片《盂姜女哭长城》、《关东大侠>>及卓别麟主演的短

片，均系无声片。

(据《楚雄电影放映志》)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一九四O年)

云南省教育厅腾永顺区电影播音巡迥施教队马金良(队长)、王树猷(宣教干事、

临沧人)等五人经蒙化(巍山)到顺宁(凤庆)、云县、缅宁(临沧)、双江、沧源、

耿马、镇康(今德党镇)等地城乡进行巡回放映二十八场，其中临沧境内农村马台．帮

东、昔本、勐托等村寨农民均看到。影片有抗II新闻片《八一三上海抗战记》、《八路

军之活跃，有名的平型关大战》等。他们自制幻灯(到云县时，云县沈文安绘制》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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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要当兵抗日》一套八张幻灯几白天张挂、日寇暴行录(将影映大画册分成单张用麻绳

串连)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晚上教唱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等，后放映电影。对群众

教育甚大。

(根据马金良、玉树猷，王树清、付炳灼提供)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一九四六年)

五月，云南省教育厅电影播音巡回施教队三队从大理到临沧地区七县巡回放映电影

和幻灯。

一九五一年

七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oO六。部队三支队(即十四军四十师一二O团)电影

教育工作队刘连民、王成瑞携带苏制电影机一台，P 75型发动发电机，由该部队一个加

强班警卫护送，经大理专区蒙化(巍山)进入顺宁(凤庆>、云县，月底到达临沧后从

章驮进入耿马县的勐永、勐撒、直达耿马县城。九月初到沧源。沿着边境一线巡回放映

到达孟定(当时一二。团驻地)。沿途各县县城停留数日，放映《中国人民的胜利》、

《解放了的中国》、《新儿女英雄传》、《团的儿子》等七部影片。每到一地，群众争

先来看，每场观众至少三千人。使群众大开眼界，第一次欣赏到有声电影。

年底，一二0团电影教育工作队深入刭该团和兄弟部队(公安六团)前沿营区哨所

放映。经大水井、南伞、勐捧、岔沟等地。所到之处，除为驻地军民放映外，群众集

中、人多的寨子也放映。

三月，驻酱耳解放军某部电影队，深入哥沧源，为驻军基干二团(属十三军)官兵放

映。

一 九五 二 年

年底，一二O团电影教育工作队又进沧源、耿马、镇康三县为边防驻军和群众放

映，先后到新寨、上班老、下班老，山头寨、尖山、彭木山、南伞、岔沟等地，历时三

个多月。后该团调防双江，电影队也结束边境一线放映活动。

一 九 五 三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师师部，----)k团、一一九团电影队先后到达临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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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临沧边防军分区电影队建立。随之驻沧源的公安七团、驻镇康县彭木山的公

安六团也建立电影队。

同年，接上级指示，各地选送人员前往重庆西南文化局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学习。

临沧专区选送钱湛(现西双版纳州文化局长)、何绍雄(文革中在大理去逝)二人。

三月，云南电影大队派出第十三队到新建的南(涧)云(县)公路放映。第十一队

到牯沧专区各县巡回放映。

四月，云南省电影大队派出曲胡国顺(队长)、李志杰、麦德修(女)．吴淑珍

(女)组成的电影队，随昆明市副市长曾恕怀率领的云南省各族各界边疆慰问团缅宁

(临沧)分团从蒙化(巍山)步行，渡过澜沧江，经云县到达缅宁(临沧)，后到双

江、沧源、耿马．镇康(今永德县)直达保山。各地停留期阋，放映影片《保卫胜利果

实》等。

十月，云南省电影大队四十八小队童应钦(队长)、邵家善、尹荣杰从昆明乘车到下

关，转南涧后，沿着开始施工的南大公路沿途为民工放映。机器由民工搬运，放映员步

行。到云县后改用马驮机器，向临沧进发。到达临沧时，地委、专署欢迎招待电影队。

专员张杜千亲自接见放映员。沿途放映《中华民族大团结))、《海上风暴))，《吕梁英

雄传》等片，每场观众都在两三千人左右，后电影队到阿佤山。

十一月，四十八小队由耿马县孟定出发，经沧源县南腊、班老等地，第一次在阿佤

山区——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巡回放映，先后走了四十一个寨子，历时三个多月。

一 九五 四 年

年初，云南电影大队二十小队张怀义(队长)、田国瑞、赵树涛来到凤庆．云县。

受到凤庆县委书记曹显跃、云县县委书记石双印、县长郭琦的欢迎和接见、在生活上给

予大力支持。云县县长郭琦还派县公安中队两名战士为电影队警卫。在云县茂兰区哨街

乡，当地干部群众组织腰鼓队在村外欢迎电影队。放映影片是《’少年游击队》、((政府

委员》。

三月，二十小队制定计划，报请当地县委同意后，在凤庆，云县主要集镇和山街

(农村赶街的村寨)进行巡回放映。

四月，四十八小队和中苏友协电影队俞毅(队长、女)、尹安明、王寿刚参加全国

慰问团活动，慰问临沧驻军四十师和所属各团及军分区和人民解放军公安六团，七团。

十月，公路队王福荣(队长)、王桂仙、李光泽、许荣泉沿南大公路到达临沧，后

该队留云县。

一 九 五 五 年

二月，张怀义调离二十小队，返回大理，增派陈辉到二十小队，田国瑞继任队长。

肃反开始前夕，人员全部回大理参加肃反运动。后补派马林芳到二十小队。

五月，临沧专署文教科选派俸兆详、李兴柱二人前往昆明参加我省第一批电影放缺

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