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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大剧院志》付梓之际，要我为之作序。职责所在，盛情难却，

便写了．几句心里话，聊作开卷语。

盛世修志．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无疑是件大好事，然剧院自草创迄

今，年代久远，中经文革洗劫，资料散佚殆尽，如何作无米之炊?赖剧院

诸君协力同心，广征旁采，尤得力于诸多老同志回忆记录，修残补缺，终

于辑编成书。捧读书稿，自是浮想联翩。我想，回顾来路，启迪后人，与

时俱进，再铸辉煌，乃此书出版之宗旨。一个基层文化单位能编好这样一

本志书．难能可贵．我不能不为这本书的问世拍案叫好!

全书分沿革、建置、设施、管理等八个部分，详尽地记述大剧院一步

一个脚印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我市电影T作者、戏剧演出管理工作者数

十年如一17，艰苦创业，锐意进取的坚定信念。匕世纪九十年代，大剧院

同仁，以敢拼就会赢的气派，在经济大潮中搏击冲浪，终于使一个破旧不

堪的影剧院．一跃而成为一片占地6000 m2的设施齐全多功能的影视剧演m

群楼．有如皇皇阆苑．横空出世，壮哉!美哉!

文化，说大了是一面旗帜．说小了是一碟小菜。大也罢，小也罢，凡

有饮水处就有文化在，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存在。当今从“城市以文

化论输赢”的新视角出发，文化已渐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轴心。城市即文

化，文化即城市。院志中所提供的建周初期的电影站，50年代初的晋江影

剧院．以至现在的晋江大剧院，可见市领导对文化的重视，以及城市文化

新理念形成的趋势。为此，希望大剧院的同志们再接再厉，继往开来，以

构建和谐社会为己任。加强文明窗口建设，进一步改善环境设施，营造人

文氛围．转变经营思想，完善服务体系，努力把大剧院建设成为一个现代

文化娱乐中心．成为晋江文化产、Ik的立撑点，成为弘扬先进文化的主阵地。

寥寥数语．权作为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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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 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记述“晋

江大剧院”的历史和现状。

二、 本志记述的资料来自有关的档案记载，若干事项参照有关当事人的

记事、回忆记述。

三、 本志除附录外分列八章：第一章：概述；第二章：建置；第三章：

设施、业务；第四章：晋江大剧院；第五章：人员；第六章：管理；第七章：

精神文明建设；第八章：大事记。

四、 本志记事上起事物之发端，下讫2000年，若干重要情况记载延至

2005年。

五、本志所涉及的计量、货币单位，依照国家公布的规范使用。

六、1992年5月1日晋江撤县建市，由于行政区域名称变迁，之前称县，之

后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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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晋江大剧院是我市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之一，融合着晋江侨乡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

果。机构设置由五十年前“私营青阳戏院”沿革而来。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地区随同全国形势的发展，经过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社

会稳定．经济复苏．文化生活在城乡人民群众中逐步活跃起来。泉州市区私营业主倪添江先

生．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将原创办的泉州益新文具行资金转向文化服务业投资。1954年10

月．与晋江县青阳华联号商行合作，在青阳镇沿塘头建造解放后晋江第一座戏院，定名为

“晋江县青阳戏院”。由于当时多种冈素限制，戏院建筑比较粗糙，形似一座仓库。1955年1

月正式营业后。就是这座形似仓库的戏院开始接待戏曲剧团演出，成为一处人民群众文化娱

乐的新场所。

1957年1月．私营青阳戏院接受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式成立“公私合

营青阳戏院”。1958年后，在“大跃进”形势的驱动下，县政府拨款加建戏院门面楼，购置

35毫米电影放映座机。公私合营青阳戏院改名为“公私合营晋江影剧院”。此后，戏剧电影

轮番演出放映。文化活动得到一次新的飞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量的优秀电影节目和传统戏曲剧目被视为“封资修”

横遭禁铜。影剧院的业务活动囿于“配合中心宣传”和放映几个“样板戏”影片。原来被人

民群众普遍喜爱的文化服务场所显得冷冷清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艺术获得新生。影剧院业务活动获得较大的发展。1979年

至1983年，年平均接待观众105万人次，赢得可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84年，晋江影剧院被列为围有文化事业编制管理，县财政予以多方支持，先后拨款改

造影剧院部分设施，进一步改善了服务环境。1987年后，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影剧院在致

力经营电影放映业务的同时。广泛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文艺表演团体，其中包括中央歌

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这类国家级的剧团。影剧院的功能发挥到所能容纳的最高限度。

进入九十年代后，晋江侨乡经济迅猛发展，狭小、简陋的晋江影剧院作为全县的文化窗

VI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无可避免地有伤著名侨乡经济强县的显赫声威．兴建一座现代化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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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戏剧活动中心已迫在眉睫。

1992平F晋江撤县建市．各行各业都在寻找自己的新方位。多年来文化T作者占苫追逐的

文化建设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议事日程上。市领导更是有意识地把文化设施纳入市区建}殳的总

体规划中，把建设一座多功能文化娱乐中心列入建市i周年五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市文化

局及晋江影剧院光荣地接受了此项重点项日建设任务。足年5月1开．枉庆祝晋江撤县建市的

热烈气氛中．这座多功能文化娱乐中心，以“晋江艺都大厦”建i殳项目举行奠基仪式。随

后．影剧院以50万元自筹资金向市发展计划部门申请立项。1993年4月正式动q-，1995年2月

主体T程封顶．同年11月如期完成T程建设任务。“岂都大厦”改名为晋江大剧院。

晋}I-大剧院的落成，为各种文化艺术表演提供了一个争荣竞茂的大舞台，也为海内外i

百万晋江人民和长期在晋江大地上辛勤劳作的瓦十万外来工，提供一个休闲的场所和观赏艺

术的空间。标志着晋江市文化设施建设跨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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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置

第一节 沿 革

1954年10月．泉州益新文具行与晋江县青阳华联号商行共同投资，在晋江县青阳沿塘头

始建“青阳戏院”．1955年1月正式营业。

1957年1月． “私营青阳戏院”在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和指导下，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正式成立“公私合营青阳戏院”。戏院原申请使用的土地折价为国有股权；私

人投资部分折价为私有股权。依照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关政策规定，戏院私

有股权由县财政局赊购．十年内按股付息，期满收归国有。

1960年5月。公私合营青阳戏院改名为“公私合营晋江影剧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晋江影剧院与县电影事业管理站合并。同年12月，原公

私合营晋江影剧院的私有股权停发股息，终结“公私合营”经营。1977年初，晋江影剧院恢

复建制．纳入地方国营管理。

1984年8月．根据国务院文化部、财政部下达的文计字(84)第63l号文件精神，经省文

化厅、财政厅审定，晋江影剧院列入国有文化事业编制管理，行政级别为正股级建制，隶属

于县文化局。

晋江大剧院征用的土地部分原属市木材公司所有。1995年11月大剧院建成后，原青阳沿

塘头晋江影剧院的土地、房产转交市木材公司。同年11月20日。晋江市编制委员会下达晋编

【1995]021号文件批复：原编制单位“晋江市影剧院”更名为“晋江大剧院”。

第二节人事

1955年——1956年．私营青阳戏院由泉州市益新文具行与晋江县青阳华联号商行派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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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分别担任经理、副经理。

1957年1月，私营青阳戏院改制为“公私合营青阳戏院”，县委组织部调派干部出任戏院

公方经理，协调公私合营经营事务，原私营青阳戏院正、副经理出任“公私合营戏院”私方

经理、副经理，负责经营管理事务。

1960年5月， “公私合营青阳戏院”改名为“公私合营晋江影剧院”后，原公私合营青

阳戏院公方、私方经理、副经理，分别改任为“公私合营晋江影剧院”公方、私方经理、副

经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私合营晋江影剧院与地方国营晋江县电影事业管理站

合并，影剧院公方经理调离，私方经理、副经理被撤销。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晋江影剧院逐步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1977年恢复

独立核算。县委组织部先后抽调干部担任影剧院经理、副经理。

1984年8月，晋江县影剧院列为国有文化事业编制管理。县委组织部重新任命影剧院经

理、副经理。

1987年后，县文化局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选调专业技术人员分别担任晋江影剧院

经理、副经理。

1995年11月晋江大剧院投入使用后．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任命原影剧院经理担任晋江大

剧院经理。1996年1月，市文化局聘任一名干部担任经理助理。2003年4月，市文化体育局聘

任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副经理。

第三节党支部

1988年前。晋江影剧院党员参加中共晋江县电影公司支部党建活动。

1989年初，影剧院党员增加至6人。同年3月28日，经县直机关党委(89)晋委直字第

004号文件批准建立“中共晋江县影剧院支部”。同年5月5日，影剧院正式成立党支部。支部

委员会由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组成。

，1997年7月．经市直机关党委批准，中共晋江市影剧院支部更名为“中共晋江大剧院支

部”，并同意大剧院支部不设支部委员会。是月15日，党支部在组织换届选举中，推选了支

部书记、副书记。

晋江影剧院党支部建立后，在单位的经营管理、创建精神文明活动、开展职工思想政治

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989年

后，影剧院先后受到县、地(市)、省文化主管部门多次表彰。 (详见本志“荣誉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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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设施、业务

第一节设施改造与更新

1955年1月，私营青阳戏院投入使用。平屋石木结构，建筑面积564．8m2，内设戏台、观

众厅，配平板硬席座椅11 10位。戏院东侧空地搭盖竹棚，供剧团住宿。

1957年1月，青阳戏院组成公私合营企业后，在经营戏剧演出业务的同时，逐步发展电

影放映业务。戏院原设计建筑已不适应晋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1959年6月，县财政局

拨出专款支持戏院建造门面楼。建筑面积329．92mz，用于观众入门厅、售票房、电影放映机

房及戏院办公用房。

1960年5月。公私合营青阳戏院改名“公私合营晋江影剧院”后，观众厅按影剧院建声

要求重新装修。

1965年，随着电影技术和戏剧艺术的创新．影剧院的戏剧演出及电影放映业务逐步发展

起来。当年3月，购置安装松花江5501型电影放映座机，同年8月，在舞台后空地加建了剧团

化装室。更换了观众厅座椅，重新设置疏散通道。观众座位由原来1110位调整为940位。

1977年后，电影、戏剧业务有较大的发展，影剧院先后建造职工宿舍、演员宿舍，改造

三化厕、改善水电设施、更新电影声光系统，装配观众厅冷气设备，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设施

和服务设施。

1992年5月，根据市政建设规划，晋江大剧院工程奠基，1993年4月动工兴建，1995年11

月落成投入使用。工程投入资金2500万元。是我市一座设施较为先进、功能较为齐全的现代

文化娱乐中心。

1996年4月22日，市计委以晋计【1996】56号文件下达“晋江大剧院综合楼”自筹基建

计划。同年1 1月5日，经市建委批准正式动工兴建。综合楼高八层，建筑面积4548mz。二至

八层设置职工宿舍28个单元。1998年3月完成基建任务交付使用。

根据市政府关于改造大剧院地下停车场并立面装修现场办公会议精神，2004年6月8日，

大剧院下沉广场改造正式动工。同年12月5日，立面装修全面开工。至2005年3月，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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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工程改造投入资金600多万元。下沉广场改造后，大剧院停车场面积约2500m2，

设置停泊车位80位。

第二节业务析变

1955年，私营青阳戏院正式营业后，主要业务活动是接待地方剧团演出。

1956年3月后，青阳戏院陆续接待泉州市人民影院35毫米电影流动放映队，为青阳地区

中学生放映包场电影，开始发展电影放映业务。1957年下半年，晋江县电影事业管理站成立

35毫米电影流动放映站，青阳戏院被定为主要流动放映点之一，在接待剧团演出的同时，逐

步发展电影放映业务。

1960年青阳戏院改名为影剧院后至1964年．电影收入占全院收入比例从20％逐年上升至

50％左右。1965年3月，影剧院购置的松花江5501型电影放映座机安装使用后，当年的电影

放映收入占全院收人的比例上升至60％以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影剧院成为“配合中心宣传阵地”。经营管理工作难于

进行．业务急促下降。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影剧院的业务活动重新出现良好的发展前景(详见附

表)。

1995年12月，新落成的晋江大剧院正式营业后，电影放映成为新院的主要业务活动和业

务收入。1996年一1998年，电影放映年收入连续三年超过百万元。

1999年后，电影市场严重滑坡，戏剧市场发生了变化，晋江大剧院业务活动受到重大影

响。院方努力进取，对电影市场的经营相继采取“节假日优惠电影”、 “主旋律优秀影片专

场”、 “进口大片大张旗鼓宣传放映”等措施，并根据戏剧市场变化，陆续接待小型剧团演

出，加强管理措施，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保证了大剧院的正常运行。

附：1980—2000年业务活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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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情况一览表

电 影 戏 剧
“以文补文”

年度
观众 放映收入 观众 演出收入

经营收入
场次 接团 场次 (元)

(人) (元) (人) (元)

1980 1 1 13 947604 1 51 747 21 1 78 160691 46803

l 981 1362 1113488 192714 14 149 127114 37995

1982 1 235 904953 1 59658 1 3 127 95396 31719

1983 1276 784650 142763 14 1 07 78193 26657

1 984 1323 7 57516 174991 1 3 87 51503 22474

1 985 1 200 680980 177193 1 3 84 72233 68043

1 986 1356 816619 205802 1 7 92 79870 82214

1 987 1 222 645320 1 781 74 25 98 79413 108676 录相34656

1 988 1458 625295 261336 31 1 1 9 74724 143346 录相29286

1 989 1499 517161 397866 38 133 58094 182935 录相18197

1 990 1790 703153 643362 1 5 29 12623 61935 录相51900

1991 1688 703165 632953 12 26 14400 112469 录相46267

1 992 i 543 541140 596204 1 0 28 20137 138749 录相71682

录相影视
1993 1 l 58 237697 425044 3 5 943 18668

506050

录相影视
1994 672 65291 154808 1 7 41 10748 119982

450195

录相影视
1995 633 47 741 213968 1 7 44 9506 136414

289393

录相影视
1996 1 045 232201 2309601 8 8 3864 64655

308655

录相影视
1997 889 1 7 7643 1394512 5 8 6886 108060

775044

录相影视
1998 998 118934 1114051 6 9 2616 15500

7 74675

录相影视
1 999 834 119636 551308 21 29 3936 747 70

5541 55

录相影视
2000 59l 57i48 492150 38 598 64457 384738

64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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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以文补文"经营

1983年以来，晋江影剧院在经营电影、戏剧业务的同时，认真贯彻文化部提出的“以文

补文”的经营思路，逐步发展多种经营项目，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了主业经营的活力。

1983年5月，院内调整内部场所，开办夏令冷饮食品加工，生产观众需求的“冰棒”等

冷饮食品。1988年5月后，冷饮加工转行代销厦门、汕头生产的“冰淇淋”等冷饮食品。

1987年2月，影剧院将舞台后的剧团化装室，改造为录相放映室，购置投影机、录相机

等设备，设置座位108位，开设录相放映服务。

1993年2月，影剧院利用电影公司转让的原办公用房改造为 “镭射影视放映厅”．设置

雅座36位，配备空调设施及镭射影视放映器材，为市民提供影视放映服务。同年5月30日，

“镭射影视放映厅”加设雅座22位，开设了通宵影视放映服务。

晋江大剧院落成后．从电影、戏剧主业经营及“以文补文”多功能服务的总体布局考

虑，利用二楼及三楼的小部分场所，继续开设录相及影视放映服务，营造了主业经营及“以

文补文”经营的观众市场。1996年2月1日，二楼入门厅东侧开设的绿茵录相放映厅开业。

3月1日，三楼入门厅东侧开设的紫罗兰影视厅正式营业。同年4月4日，根据夜间值班需要，

紫罗兰影视厅开设通宵影视放映服务，通宵值班人员在担负安全保卫任务的同时，兼任影视

放映服务工作。努力提高“以文补文”经营效益。

2000年4月，根据戏剧市场及录相观众市场变化，二楼绿菌录相放映厅改造为演映小厅，

设置了小型舞台，装配空调设施，改装软席座椅。4月27日后，陆续接待小型剧团演出。

2004年大剧院改造地下停车场时，调整租凭场所，绿茵演映厅迁移四楼营业，2005年5月因

观众市场变化，演映厅撤销。

从晋江影剧院到晋江大剧院。 “以文补文”经营逐步走上规范化管理轨道。1983年至

1986年，经营范围小，经营所得主要用于职1=节假日及夜餐补贴。1987年后， “以文补文”

经营列入集体所有制管理。经营利润依照“三三制”原则分配。即三分之一纳入国有资金管

理，三分之一列为“以文补文”生产发展基金，三分之一作为职工福利基金。 “三三制”分

配原则，确保了国有资产的使用价值，积累了生产发展基金，保障了职工的共同福利。1992

年为“艺都大厦”提供申请立项资金50万元。1996年为大剧院职工宿舍的公共设施建设提供

资金40万元，1997年后为晋江大剧院偿还工程建设债务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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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晋江大剧院

晋江大剧院位于晋江市区泉安中路中段东侧。 1992年5月1日以“晋江艺都大厦”

项目奠基，1993年4月23日动工兴建。1 994年8月29日，正式定名为“晋江大剧院”。

1995年11月27日落成剪彩。同年12月30日正式对外营业。

第一节“艺都"的筹建

1992年初，县委、县政府根据市区建设规划，拟定建设一座多功能文化活动中心。是

时．有关部门曾提出三个方案供领导选择：一是将工会T人俱乐部改建为会场、影院两用活

动场所：二是将晋江影剧院改造为多功能文化娱乐场所；三是选择新地点建设一座多功能现

代文化活动中心。

晋江县文化局长洪伟辟、副局长王远坤、影剧院经理杨水声，以对晋江文化事业建设的

高度责任感，从晋江文化设施建没与侨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极力争取县委、县政府下决

心选择新址建设一座多功能现代文化活动中心，终于赢得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赞许和支持。

1992年5月1日。多功能文化活动中心以“晋江艺都大厦”建设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晋江市文化局对影剧院承担的“艺都”工程建设任务高度重视，指定影剧院经理杨水

声、总务庄天民及时地投人工程建设各项筹备工作。

1992年8月，晋江市影剧院会同市财政局，邀清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厦门分院胡振

中等两名工程师，组成工程设计考察小组，奔赴福州、厦门、苏州、杭州、上海等地，边考

察边拟定工程建设方案。同年10月，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厦门分院提供了工程建设规模

构思方案。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认可。当月下旬，聘请厦门地质工程勘察院，对建设场



·一一．J_I NJIA，NG．1)AJ吖I=Je鬯一一15_
Y【．、、Zlll

地进行了地质勘探。1993年2月，设计院完成了“艺都大厦”基础丁程施下图纸设计。

1993年2月4日．市文化局决定由局长洪伟辟、影剧院经理杨水声及总务庄天民组成艺都

工程筹建领导小组。局长洪伟辟亲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指定杨水声主持筹建处常务工作，

庄天民主持现场施丁具体T作。2月10日--12日，筹建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对“艺都”

基础T程施T图纸组织会审。同年4月23日，承建单位“河南省中原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一公

司”组织施工力量投入基础工程施T。

，

第二节大剧院落成

晋江大剧院基建工程．筹备时问仓促，建设期限紧迫。1992年5月奠基之时，工程建设

规模尚未确定。建设资金有待落实，周边关系需要捌整。为了保证工程建设能在建市三周年

前竣工．以便作为三周年庆典活动的场地之一。据此， “筹建领导小组”从丁程建设实际情

况出发，提出了“边设计、边施丁、边筹集资金、边申办手续、边调整关系”的基建指导思

想．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认可和有关部门的支持。1993年4)1，基础工程投入施T后，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厦门分院继续完成了大剧院地面工程的施T图纸设计。1993年8月

初．土建施工单位相继完成了基础工程的桩基施工。 “筹建领导小组”一面组织对“地面工

程”施工图纸的审定、修改，一面抓紧对基础桩体的质量测定。是年8月11日，经国家海洋

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物探与计算机开发中心动测组抽N---十根基础桩体，全部符合质量要求。

施工单位随即转人基础地梁施工。同年10月28日，大剧院地面工程施工图纸经过了修改及最

后审定．土建施丁单位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地面工程施工。为保证工程质量， “筹建领导小

组”聘请市建委T程师杨仕砚代表建设单位驻场执行丁程质量监督。

1994年12fl，大剧院主体工程建筑接近封顶， “筹建领导小组”即着手落实装配T程施

工的各项筹备T作．聘请福建省电影公司电影主任技师林玉荣，担任大剧院剧场、电影小厅

的建声、装璜设计及质量监督管理。12月23日，召开“中央空调”安装施工投标会，确定了

厦门嘉海工程有限公司承办中央空捌没施的安装施工。12月30日确定装璜、水电、消防、电

动扶梯、舞台设施、观众座椅等装配工程施T单位：

晋江市青阳碧窗装璜设计工程公司承办人门厅及各营业厅的装饰设计安装；

晋江市消防安全工程公司承办消防设施装配施工；

福建省第五建筑丁程公司水电安装分公司承办水电没施安装；

晋江市信捷电梯服务公司承办一至三楼电动扶梯安装；

江苏省扬州市声光影剧设备总厂承办舞台机械没备设计安装；

福建省歌剧团舞美队承办舞台灯光设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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