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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求实

求真，全面系统地记述安徽电影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和建设。 ·

二、本志书正文共分8篇32章84节。正文前设照片、概述、大

事记。正文后设附录o

三、本志书采用记述文体。概述，叙议结合6大事记，以年为

序。志书正文各篇、章、节，按事分类记述。附录中“文件辑录”，

以原件编录。 ．

，、

’

四、本志书时间断限。上自清光绪34年(1908年)电影传入安

徽时起，下至1992年12月底止。。 ‘．|t

．五、本志书记述的党派、政府、机构、职称等，均沿用当时的名

称。第一次使用全称后，以下可使用简称。使用旧制名称时，用括号

注明现名。 ．

’

六、本志书记述的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清或

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各种数

字、数据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并以省直电影单位历年正式统计数字

为主要依据。 e

七：本志书的资料，来自档案、报刊、专著(包括各级文化志、

电影史志材料)，以及经考证的回忆材料等。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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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是清光绪21年(1895年)由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发

明的，次年传入中国上海。清光绪34年(1908年)进入安徽。开始

仅有零星放映活动，民国17年(1928年)始有营业性电影院出现。+

安徽最早有电影院的地方是当时商业比较繁荣、号称四大米市之一的

芜湖。其后，蚌埠、安庆、合肥等城市也陆续有了电影院。但大多设 ，+

备简陋，办办停停，频繁更换业主和影院名称。这个时期，安徽没有

制片机构，也没有影片发行部门，所放映的影片均系外来，有国产的

也有外国的。至于电影放映队，t虽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办的电化教

育巡回工作队，5不仅数量廖廖，其实际活动亦很少。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才揭开，了安徽人民电影事业建设的新篇⋯

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创业和几十年的
’

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做出了卓越贡献。～．． ，，：．·
’。-

：

÷

i
．． ．?

H

： ，
一

一，
_：’ 一j‘

，建国以后j安徽电影事业建设是从兴办电影放映单位开始的。

1950年中央电影局在南京举办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当时的皖南、。

北行署文教处、总工会、中苏友协等单位都派出人员前往学习，．结业

归来后，-皖南、北文教处电影队、总工会电影队、中苏友协电影队、

治淮委员会电影队相继成立，开始在全省工矿、农村、水利工地巡回。

放映电影。在1952年和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文化部发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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