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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6 月底开始，本报与济南市

委宣传部、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联合主办露天电影放映活动，

在广大市民中反响热烈。露天电影

犹如炎炎夏日中的一丝凉风，在丰

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还唤

醒了他们脑海里沉睡的记忆。本报

今天将带您走近父女两代老电影放

映员——— 父亲为电影事业忙活了大

半辈子，女儿也与电影打了 30 年的

交道。让我们了解他们的人生，共享

这段宝贵的光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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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王爱秀刚参加工
作时，在济南市区，同时分布着大大小
小 10 家左右的电影院。有光明电影院、
北洋电影院、大同电影院、和平电影院、
明星电影院、胜利电影院，还有济南电
影院、中国电影院、大观电影院等。

那时的电影院，内部结构与现在影
院所流行的小厅制不同，那时候一个影
院只有一个大厅，可一次性容纳观众数
百人。“一般都是 500 人、600 人，像大
观电影院规模算是最大的了，也最上
座，能容纳 800人呢。”

不过，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这些
影院在电影行业的潮起潮落中，几经颠
簸，逐渐没落。后来还勉强撑下来的影
院，也逐渐将场地租用出去，不放电影，
改作他用了，王爱秀说。

上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齐鲁影院
开业，一时很是兴旺，王爱秀被调入该
影院。不过老式影院敌不过市场的洗
牌，十几年后，当年红红火火的齐鲁影
院旧址，如今也已经弃用。

文/ 本报记者 吴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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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随影动，几度沉浮总关情

父女两
代老电

影放映
员讲述

60 年光
影生活

今年 51 岁的王爱秀，是济南新世
纪电影城泉城路店的一名放映员，从
1981 年进入电影公司算起，至今已经
30年了。

30 年来，她见证了电影业的几波
兴衰起落：上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电影
是人们的主要娱乐场所，80 年代末进
入低谷期，直到大约 1993 年开始，电影
院才又重新吸引了大量观众，五六年
后，电影市场再次萎靡，直到 2004 年
后，电影院又重新积聚人气，渐渐成为
市民喜爱的休闲去处。

王爱秀的父亲王树理，今年 81 岁
高龄，老爷子 1951 年参加工作，成为一
名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之后，随着农
村电影与城市电影的合并，他成为省电
影公司的放映员。1981 年，他将 21 岁
的小女儿王爱秀接到了城里，于是，王
爱秀“接了班”，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电
影放映员。从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到 80
年代初离开工作岗位，老爷子为电影事
业忙活了 30年。

两代人总共 60 年，都与电影朝夕
相伴。

【解放初期】
父亲：放电影得自带发电机
女儿：那时看场电影像过年

王爱秀籍贯河南新乡，解放初期隶属于
中原省。1951 年，王爱秀的父亲王树理光荣
地加入当地农村流动电影放映队，开始了他
的电影人生。那时候，农村还没有供电，到各
个村放映露天电影，都是自己带着发电机。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年中他至少有 200
天奔波在放电影的路上，一年在家里待不了
多少时间。不过，因为从事的是艺术行业，父
亲的工作很受乡亲们羡慕。几年后，王树理
被调入省电影公司，成为一名影院放映员。
“小时候，看场电影跟过年一样……听

见放电影的来了，大人小孩儿都特别高兴！”
那时候，老百姓没什么娱乐活动，电影是最
能让大家兴奋的娱乐方式。只要打听到哪里
放电影，十里八乡的都去看。“吃完晚饭就拿
着小板凳去占座，还有的小孩儿没吃饭就跑
到幕布底下，找个最靠前的地方占位子。”王
爱秀回忆说，来晚的人，没有地方可坐，就站
着，实在不行，就爬到墙头上、树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放的电影题材单一，
内容主要是讲述时代英雄人物，像《鸡毛
信》、《上甘岭》、《英雄儿女》、《小兵张嘎》、《闪
闪的红星》等，在当时都是家喻户晓的电影，
一些电影台词，比如“高，实在是高！”就成为
好多孩子竞相模仿的口头禅。

【80 年代】
父亲：出事故要写检查
女儿：父亲的技术为我护航

1981 年，王爱秀女承父业，以“接班”方
式从新乡来到济南，进入省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在当时，电影放映
员可是一份铁饭碗，能够进入电影公司，成
为一名电影放映员，是一件相当风光的事情，
用她的话说“不是谁想进就能进得去的。”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与厂矿企业的工人
们比起来，电影公司的人，穿着打扮都比较
时髦，“电影怎么说也算是文化艺术品吧，算
是比较时尚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单位的人
比别的行业时髦一些。”王爱秀说，虽然自己不
怎么喜欢打扮，但是同事一般都比较时尚。

在当时，电影放映的拷贝件是胶片，在放
映过程中难免出现断带的情况。“一旦碰上断
带，或者其它意外情况，就属于事故，是要写检
查的。”王爱秀的一位同事，由于疏忽大意，不
小心放倒了胶片，结果被责令检查，接受了严
肃处分。
“那您发生过类似的事故吗？”记者好奇地

问，王爱秀有些不好意思，笑了笑说：“我爸爸
传授了我很多经验，加上我比较小心，所以
从来没有碰到过意外。”

【电影热潮】
一部《少林寺》风靡一座城
一张电影票能换一顿饭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正是电影备受宠爱
的时候，电影院风光无限。那时候的电影题材
也比以前多了许多，常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盛
况。“那时候刚刚兴起爱情片，叫《庐山恋》，好
多人到处托人买票……”王爱秀想起当年的
情景，眼神里有些沉醉。
1982 年，《少林寺》上映后，更是引发全城

轰动。“那时候电影票便宜啊，只有一两毛钱，
可是一张《少林寺》的电影票，可以拿出去换
一顿饭。”当时，因为工作的便利，电影公司的
员工可以享受内部票优惠。此外，电影新片来
到后，王爱秀作为技术人员，要先看片，业内称
之为“审片”。种种便利，让王爱秀有一种说不
出来的骄傲。

【影市沉浮】
电影市场几经沉浮
票价进入 1 元时代

几年风光之后，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电影市场开始萎缩，一场电影有时候只
有几个观众。“这时候主要是电视机开始进
入普通百姓家庭。”

三四年后，电影院重新开始火起来。在
上世纪 80 年代曾经一两毛钱的电影票，也
进入了 1 元时代。1992 年，国产影片已经迈
入 1 元行列，并迅速攀升至 2 元、2.5 元。1994
年，国外大片《真实的谎言》票价已经到了 10
元。1997 年，《泰坦尼克号》在济南放映时，票
价高达 15 元。然而，四五年后，电影市场再
次走入低谷。

【拨云见日】
三十年幕后耕耘
终于盼来电影新时代
30 年来，王爱秀从来都在观众的背后，

时间在她手中放映机的沙沙声中流逝。
坚守，让王爱秀等来了云开见日的这一

天。2004 年，新世纪影
城泉城路店开业，王
爱秀调到此处。崭新
的设施和服务吸引了
省城大批市民。
“当时很轰动，有

好多老人都来电影院
了。新环境工作条件
好了，现在全是自动
化，数字拷贝……看
电影的人越来越多，
好电影也越来越多
了。”王爱秀向记者讲
述了当时的情景。

本期人物

两代人一世情
王爱秀和她的父亲

★

最多能容纳 800 人

那些逝去的老影院

你还记得多少

▲ 7 月 6 日，记者经过经四路齐鲁影院
旧址时，门前一侧还写着“齐鲁影院售票
处”，不过昔日的盛况已经不再。

记者 吴永功 摄

放电影
是门技术活，图
为王爱秀的电
影放映人员技
术合格证。

★

老式电影放映机
（资料片）

王爱秀在全省
首届影片拷贝鉴定维
修技术竞赛现场。

父亲的经验加
上自己的细心，王爱
秀在比赛中获奖。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王爱秀本人提供，本报记者吴永功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