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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贵州省志·文化志》资料丛书开始与

大家见面了。继第一辑出书之后，我们将陆

续汇集编印，为下一步的总纂打下坚实的基
础。

贵州解放以来，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

展，各类文化活动也空前活跃。由此而上溯
红军长征时期在贵州进行的革命文化活。动和

事迹，抗El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大量进

步的文化活动知事迹；再由此上溯至清末民

初，贵州曾出现过不少卓越的文化人士及他

们卓著业绩；这一切，在贵州近现代历史上

有着重要的意义，并由此而形成了贵州近现

代文化史的主流。对于这一切，我们J必须认

真汇集，细心记述，不遗不漏地搜集整理，

为将要修纂的第一部贵州省志文化专志作好
准备。



近几年来，不少地(州)、市、县在文

化史志编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搜集整理了

大量资料，有的已经编印成书。在此，我们

热忱希望各地编写文化史志的同志，曾经在
我省文化系统工作过的同志，以及了解熟悉

贵州文化活动及文化历史情况的同志向我仇

提供资料和稿件，共同为鳙纂《贵州省志·
文化志》尽心出力。

贵州省文化志编辑部
一九八九年三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贵州省电影大事记(初稿)

前 言

贵州解放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关怀-b有关

部门支持协助下，经过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的努力，全省电

影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电影在配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活跃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等

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蛊世修志”。根据省文化厅党组1987年统一部署编写

文化艺术志电影分志的决定，为了较准确地记述我省电影发

行放映事业的起源、发展，并重点记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

下，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电影发行放映事

业的发展历史，即有关我省电影事业的重大决家、重要活动、

组织机构和主要负责人员的变动等情况。我们计划先后编写

《贵州省电影大事记》，《贵州省电影回忆录和影人简介》．

《贵州省电影志》三本书，以便于总结历史，展望未来，为

我省今后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捉供历史借鉴，更好地

为新时期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1988年5月，我们将《贵州省电影大事记》(初稿)打

印装订成册，分送省文化厅，各地、州、市、县电影发行放

映公司和电影系统的老领导、老同志征求意见。1989年11

月，又邀请在筑部分老领导。老同志参加座谈会，进一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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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修改和补充意见后，经编辑部反复研究、查证，作了一些

充实和修改，现予付印。

在资料的蓖集、编写中，蒙四川省电影公司、贵州省档

案馆、贵阳市档案馆、贵州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和贵州

省文化厅办公室、电影处，人事处等单位同志的大力支持帮

助，河南、湖北、湖南等兄弟省电影公司并提供了不少宝贵

的经验，特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 《贵州省电影大事记》(初稿)虽然几经征询有关同志

意见，但限于历史资料匮乏，缺年缺月不少，有些尚难查到

依据，暂未列入；同时因工作局限，囿于水平，难免有遗漏

和不当之处。为使这个资料汇集完整，仍需省内外电影界的

同志们继续提供资料，以便再行补正。

·2·

贵州省电影志编辑部

一九八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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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电影大事记’(初稿)

(解放前部分)

1925年

贵阳商人刘玉清在中华南路(现大十字五金公司批发部

趣址)’自办的。刘源春澡塘”内，利用店堂卖票放映无声电

影。 ’’

‘

一遵义商人柏继陶从上海带回电影机、影片，并请来技

师，在遵义文昌官内售票放露天电影。 ：’≯

二十五军独立师师长周西城．从鸯庆租来机器，影片，

在赤水城内放映家庭电影．

1929年
?

’

赤水人明华勋从上海购买电影机，并与重庆电影院挂钩

租片，段碧荪购买发电机，与之合夥，在赤水南华宫卖票放

映电影。

1930年

12月29日，贵州《民国日报》刊载明星电影院当丑上映

影片《呆中福》，是为我省较早利用报纸广告宣传上映电影

片名的影院．

1931年



6月3目，省指委会明令撤销电影检查机关，因电影业

经教育部等中央机关审查过。
1 1月l目，贵阳黔明电影院董事会改组．原机器．影

片、房屋合价3，500元，作新段股金。各股东愿补成整股或

退股者，均要求l 1月内办理手续．

"1932年
‘

1月17丑，贵阳晶华电影院(原名黔光)更名金筑影剧
{

院．

12月20日，贵阳市群新电影院(露天放映)，拟另筑新

址，招收新股。此时贵阳已有大同、明星、金筑正式经营电

影． ‘

． !
、

． 是年秋，法国神甫冷国贡(原名约翰·列乐)．带来一部

手播式小型无声放映设备，在册亨县册阳天主堂放映电影，

供教堂人员及地方绅士观看．册阳富户汤治郭也购进_部法

国小型放映机，在家庭和街上放映电影给亲友及群众观看。

影片都是无声卡通片． 。 ⋯．
‘

1驰3年 、

四川合江商人常到赤水南华官流动放映电影。

1935年 ·

．- 遵义东撒庙(现市委地址)售票放映电影，大约一年后

因发电机坏停业。

1936年

2月 另制订出《贵州省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及检

查办法》。- t

张肇奎等人在遵义上穆家庙巷子内(现邮局对面)开办

黔北电影院．

1937年

·2。



马绍康等十人合股集资三千元修建播声电影院，马任经

理。这是遵义首次放映有声电影。

1 1月 省教育厅委任刘仁安充任教育电影巡回放映队放

映员。

1 2月30日，贵阳市文明舞台申请每月夜间添映电影(省

民政厅于1938年1月4日批示：准予备案)。

1 1月27目，省教育厅向省府呈报第一教育电影巡回放映

区放映队开办，并提出经费预算。省主席提交省府委员讨

论，决议： “从十月份起支，余如拟”。

1938年 ．

8月9日，省有关部门将“省会电影检查委员会”改组

为“省会电影戏剧检查委员会”。

9月5日，省教育厅第一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区放映队蓟

达遵义城放映。继后又到一些集镇放映。

1939年 ，

2月15日，省教育厅巡回施教车开赴安顺举行开幕仪

式。上半年巡迥西路，下半年开往东线施教。

4月 教育部第一社教团巡回施教队(含电影)进入贵

州城乡工作。

巡回施教队第7队留省立贵阳民教馆施教，第二队外出

施教。 ．， ，

4月26吕，神光大戏院由蒋鼎成率名向民政厅申请开办

电影院备案。(神光后改为“和记中华大戏院”)

张懋勋、曾剑刚、袁秉忠等人合资在贵阳创办贵州大戏

院(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四日建成，地址中山东路120号)先演

歌舞话尉，后改映电影。

1940年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月 贵阳民众电影院正式营业。

巡回施教队第二队留城在省立贵阳民教馆施教，第一队

外出施教。

4月23日，影星高占非、白杨抵筑。

6月 青年会电影院开映．地址青年会礼堂．

6月27日， “南记明星电影院”租与。和记明星电影

院”(露天剧场营业)，和记明星电影院于6月28目开幕。

8月30丑，神光大戏院因租赁纠纷而停映．

11月7日，《贵州日报》报导：贵阳市六家电影院，群

新，贵州，神光。明星．民众，中华相互角逐．

11月14日，中华大戏院在“神光”原址开始营业．

1941年

l男27目，贵阳大戏院正式开幕．

3月21日。军委会政治部电影放映总队第四队奉调来

筑，拟在本市工作后．前往本省各县镇巡回放映．

10y]29日，《中央日报》报导：中国制片厂郑君里等一

行，因赴桂林摄制苗胞生活片，由渝抵筑．

12月¨B，电影戏剧商业公会于9丑在贵阳开成立大会。

12月15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放映总队十队，由队

长谢永炎率领抵筑，携有《白云故乡》、《东亚之光》、

《降落伞》．《步兵射击教育》．《滑翔机》．《防御战

车》等国片，应各部队，机关、学校之邀映出．

省教育厅第三科设电化教育股，于科内又设有电化教育

服务处．

1942年

5月31日，《中央日报》报导：电影界郑应时．吴永冈IJ

及电影明星金欲昨抵筑．

·4。



8月31日，中国电影制片厂业务代表符志抵筑，携有最

近出品的《塞上风云》．《青年中国》暨《火的洗礼》，进

行公映。

9月22日，女明星自璐抵筑．

11月7日，影星路明、徐琴芳来筑．

1943年

蒋伯英，周振东合资在贵阳创建群新电影院。(新址建

成正规影院)

贵阳市政府主办“贵阳市电影戏剧检查委员会”。有关

单位派出人员任委员．计委员19X．

1944年

9月 田汉及其夫人安娥到达贵阳，居住在大十字庙堂

内。

．秋冬问，电影导演蔡楚生，吴永刚和电影演员胡蝶，谢

添为拍《建国之路》前往独山，曾留居贵阳．蔡楚生住群新

影院内。

1946年

4月9日，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民教电影院开幕，首映

顾兰君主演的历史片《武则天》．

1949年 ，

5月 岳震租用贵阳商会地皮，建成大华大戏院．放映

电影。

贵阳大戏院经理杨书成与戚文华，钟时浒在遵义城租用

遵义播声电影院房屋，开设“黔北大戏院”，放映电影f』

因经济困难，经省府委员会决议，裁撤巡迥施教车及第

一．第二电化教育巡迥工作队·‘j

。· 5 J



(解放后部分)

19,50年 二

1月 中央电磁局西南影片经理公司驻贵阳联络员金永

志、吕传河到贵阳工作，带有三十年代进步影片和苏片《宝

石花》。 ．

2月西南影片经理公司驻贵阳代表葛同武到职。

3月 贵州省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中共贵州省委宣传

部部长申云甫兼主任，省文教厅副厅长吴雪俦任副主任。电

影检查委员会对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数百部影片进行了检查。

5月 贵州军管会文教接管部选送去南京中央电影局放

映训练班工作和学习的首批二人张仲才、杨泽平出发。

，7月7日，接管部选送去南京中央电影局放映训练班学

习的第二批人员30人，由孟靖原带队出发。

12月 南京放映训练班结束，贵州32人乘轮船溯江而

上，到重庆西南文教部报到。经领导动员，雷德书、陈辉

祖、黄剑秋、林如绪4人自愿去西康等地工作．其余回贵州

工作。

1951年

L月 西南区文教系统巡回电影放映队贵州大队部成

立。大队之下设四个小队，分赴独山、安顺、镇远、贵阳等西：

个专区城乡作流动宣传放映。其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如下二

大队部： 、

大队长：张仲才 副大队长：孟靖原

技术指导t杨泽平 ， 总务：施培仲

一小队 队长：姚心宇

·6。



队员：

L

二小队 队长：

队员：

三小队 队长：

队员：

四小队 队长：

高克吟．

晋德清、

张正学

黎用章、

何予思．

顾静宁

汪吉方、

厨德益二

舒其珍

周孝蕊，周仁芳、郑国宾，

吴德凤。

C

徐幼琴、黄祖坛、王富民、

C

王应楠、熊赐琦、刘绍蕴，

‘

队员：黄锦碧、孙正玺、王汝楫‘李期元，

张溶(由革大分配来)。

4月1日，中国影片经理公司西南区公司贵阳办事处成

立。 一

5月 遵义黔北大戏院房东马宝群去台湾，戏院房产由

遵义市人民政府代管。 t

6月 电影放映第四小队奉调参加第一届省民族访问团

开展慰问放映。一、二、三小队集中到省文教厅参加整风学

习。随后增编了五、六两个队。 一

全国电影界抗美援朝捐献“人民电影号”战斗机一架，

折合15亿元，分配贵州大队2，500万元的捐献任务，半年内完

成。大队部决定：各小队除完成每月15-1"-工作日外，另增5

个工作日，其收入除交通费外，全部作为义映，收入上交购

机。个人捐献本自愿原则办理。 。

7月 中国影片经理公司西南区公司贵阳办事处副主任

傅奎到职。

8月27日，大队部决定开展红旗竞赛活动，评选红旗小

队和模范队员，相应地提出了评选标准■

·：7若’



9月1 1．El，一小队全体同志懑争做红旗队和模范队员，

向各小队提出十项竞赛条件，进行挑战．

10月25日，省文教厅举办为期15天的幻灯训练班开学。

社会文化科科长肖家驹任班主任．电影队杨泽平等6同志参

加训练班工作．

19S2年 。

1月 电影队及贵阳市私营各电影院职工参加省文教系

统“三反”、。五反”运动．

2月 放映三队奉调参加省民族访问团赴水城县开展慰

问放映活动，历时二月。 一

3月贵州大戏院改为公私合营，并更名为贵州电影

院。
’ ’

4月 遵义黔北大戏院由政府、法院、戏院职工代表五

人组成民主管理委员会接管．李玉广任主任委员。

4月中旬，省电影放映大队部由三民东路迁余家巷办

公。 ．

．

’

4月底；经领导批准，从。三、五反”追赃组中抽回二

十人组成五个放映队，下乡工作．大队部由孟靖原任大队

长，杨泽平任副大队长．

5月初，各放映队先后分赴兴仁(一队)、镇远(二

队)，毕节(三队)、独山(六队)四专区，和独山、镇远

两专区交界的七个县(四队)开展放映工作。五、七两个队

于六月初分赴安顺，铜仁两专区开展放映工作。

5月3l丑，大队部抽调干部率新队员16人赴重庆西南电

训班学习，第八小队因此暂停活动。

6月 电影放映大队部主要负责人抽调参加中心工作，

大队领导由高克吟暂彳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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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政府拨款购买黔北大戏院，更名为遵义电影院，

io月 省文化局接管贵阳大戏院，更名贵阳电影院。该

院先由干部和职二王代表组成院务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工

作。继而实行经理负责制，由姚心宇任经理。
1 1月 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全国举办。苏

联影片展览月”。1 1月6日， “贵州省苏联影片展览委员

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秘书组、观众服务组、报导

组和流动放映组。自11月7日一l。2月6日开展了“苏联影片

展览月”活动。 “展览月”开幕式在贵隅电影院举行。中共

贵州省委宣传部刘子毅副部长主持大会。宣传部长申云甫出

席并讲了话。展览月中，贵阳、遵义两地电影院和八个电影

放映小队，两个汽车放映队分别在全省城乡开展放映活动，

映出《顿巴斯矿工》、《萨根的春天》、《她在保卫祖国》

等苏联影片。<新黔日报》辟专栏评介，也发表了一些观众

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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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省文化局成立电影科，王士生任副科长。

2月1日，中国影片经理公司贵阳办事处更名为贵州省

办事处，并启用新章。

贵州省文化局收买贵州电影院私人股份，改为国营。

西南地区各地方系统巡回电影放映人员集中重庆学习。

2月 贵州文化系统放映队大队部设行政、业务，宣传

三个组，放映队发展为1 1个小队。小队全部投入农村，配合

宣传新婚姻法，开展放映活动。

贵州省工会联合会电教队队部成立，下有四个直属小队

和建筑工会一个小队．

2月7日，贵阳市群新电影院由市总工会购买主办。

· 9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