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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提 要

本书记载了天山电影制片厂1959年建厂至1989年30年的

历史。着重介绍该厂有关组织机构、企业管理．艺术创作，

生产任务，职称改革，党群组织，职工福利，规章制度和已

故人物的基本情况。“附有1955年至1989年该厂大事记。此

外，附录记述了国外．香港和全国各制片厂在新疆拍摄影片

的概况，以及兄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有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

影片目录。 ．

封面设计：孙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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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电影制片厂志》的出版，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

事情。它记述的新疆电影生产的三十年历史，是新疆文化发

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时期。其问虽有种种曲折和波澜：但新

疆的电影事业毕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广大电影工作者

的不辞劳苦、长期奋斗下，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电影生产基

地，为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事业开辟了新的领域，展示了烛

烂的前景。也为新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新的

推动力．厂志不仅客观地，准确地，全面地记述了新疆电影

生产的发展历史，为我们研究新疆文化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且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总结了多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电影

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电

影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因此，厂志的出版对推动我区电影

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各民族的生活，是新

疆电影事业发展的源泉。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民族服务，是发

展新疆电影事业的主赛任务。这是新疆电影事业发展的特
点，也是新疆电影事业发展的优势。因此，要发展新疆的电

影生产，既要依靠各民族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

和通力合作，也要照顾到各民族人民对电影文化的不同需

求。这是我区电影生产三十年历史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我

们只有坚持这一点，才能绽新疆的电影生产事业不断发展和

繁荣，才能使电影生产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利于增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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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电影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是电影生产发展的关键。新疆

电影生产事业的发展，首先是电影生产者队伍的发展．它既

包括电影生产者的数量，更包括它的质量，即电影生产者政

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提高。他们既要有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武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有改革开放的精

神，也要精通本行业的业务，成为本行业的专家。总之．我

们必须要有一支又红又专的各民族的电影生产队伍，其中包

括编剧，导演、演员、制片，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目

前，天山电影制片厂虽然有了一定基础的电影生产队伍；但

与我们电影生产的发展要求还是相距甚远的，特别是与兄弟

电影厂相比，我们的队伍素质和影片质量都有待于进一步努

力提高，这样才能使我区的电影生产跻入全国以至世界电影

之林。 ‘

厂志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过去，也展示了我们的

将来。天山电影制片厂厂志编纂组的同志不辞辛苦．四处奔

波．历经数年，终于使厂志得以问世．他们的工作是值得赞

誉的。希望自治区寅传文化部门向天山厂学习，都来做好修

志工作：j
。

1990年3月8日

(本文作者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常

委．宣传部长冯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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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西安等地，采访已离厂的老干部共计三十余人．其中包

括曾任本厂党政领导干部的张晋德、陈岗、姜考先、李玉轩

等。主要艺术创作和专业技术干部欧凡．刘锦棠，李之春．

王更一，张淑贞，韩璐，林章孚，王佩琴和徐坦等。他们不

同程度地从各个角度介绍了档案文字中未曾记载的有关史

料．对他们的口述录了音． ，一．

i 一撰写阶段，1 986年11月中旬至1987年2月中旬。’

关于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本着。大

事突出，要事不漏，新事不失，琐事不录’的原则，凡本厂有

关政治思想、经济体制和影片生产的重大活动j以时间为主

线，按发展顺序予以记载．关于厂志的编纂。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求真存

实．秉笔直书，述而不论，还事物以本来的面貌。对本厂在

历次-莺大政治运动中工作的评估，均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 j
’

，—二修改．定稿阶段，1987年3月至12月。。 j

初稿完成后，复印了45份，分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

治区文化厅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许多同志从厂志初稿的总

体结构上充分予以肯定；同时，还就初稿的编纂内容和样

式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并订正了若干事件发生的有

关时间．‘人物。地点和原委等具体细：常，为修改定稿提供了

有力的依据．， “：

——增补内容阶段，1989年5月至12月。

整个修志工作是在厂领导的重视和帮助下进行的；同时

得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厅领导，厅史志室，电

影处和档案室同志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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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巩克，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王仲明，厅史志室副主任戴

林元．解明法，以及本厂原党委书记李玉轩，老职工刘圣

伦、景梦陵、周淑玲和马式曾等审阅了大事记和厂志初稿．

给予具体的支持和指教，使厂志充实了内容，也避免了一些

讹误．并承蒙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王恩

茂题写书名，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冯大真作序。为

此，我们向各级领导和各有关方面的诸同志表示诚挚而衷心

的感谢!

天山电影制片厂志虽已奉献给读者；但由于历史资料的

匮缺，同时，囿子主编的思想政策水平和编撰水平，其中谬

误和不妥之处，或详略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恳祈读者批评指

正，以便在日后续修厂志时纠谬补遗。 一

本志审定单位为中共天山电影制片厂委员会。 ．

天山电影制片厂志

编纂领导小组

1989年12月31日



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限从1956年筹备建厂起，下限按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修志的统一要求，原应截止1985年底。鉴于本

厂影片生产周期的连续性，为使读者统观本厂建厂三十年的

全貌．大事记和厂志正文内容，均断至1989年12月止。

二．本志立概述，组织机构，企业管理，艺术创作．生

产任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党群组织．职工福利，规章制

度，人物和附录，合计十一章，二十一节．

三，附录记述新疆解放以来电影制片的活动史料，国

外．香港和全国各电影制片厂在新疆拍摄影片的基本状况，

以及兄弟制片厂摄制的有关新疆各民族生活题材影片目录。

四．史家通例，生不立传．本志人物章入传者均系已故

职工．

4



958年本厂厂房动工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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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伊斯坦布尔国际电影节按于《不当演员的姑攘*优秀影片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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