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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農村電影放映員

──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江蘇省為例

⊙ 徐霞翔

 

新中國的農村電影開始於上世紀50年代初，「與城市電影相比，農村電影從設備、場地、人員

和體制上更是舉步維艱。但為了從政治上宣傳、輿論上引導、文化上革新、文藝上佔領，電影

以其良好的大眾參與和低成本、低投入的特點，成為執政者歌頌新時代，宣傳新風尚的首

選。」1

江蘇於1951年分別成立了蘇南和蘇北電影放映隊2，隨著農村電影放映隊的不斷增多，農村電影

放映員的數量遠遠落後於形勢的需要。江蘇省文化局電影教育工作隊在1953年工作計劃中就提

出「培養新隊員，舉辦二期訓練班，第一期五月──八月培養新隊員48人，第二期九月──十

二月培養新隊員40人」 3。因此，對農村電影放映員的選拔、培訓便提上了日程。

一 選 拔

上世紀50年代的農村電影放映員不僅僅是一個技術人員，更是被賦予了一種「紅色」身份，

「要求每個放映員不只作好放映工作，同時也應做好電影講解宣傳工作，成為一個政治宣傳

員」4。因此，對農村電影放映員的選拔是關乎政治的大事，政治上根正苗紅，又具備一定知識

的青年就成為農村電影放映員的當然標準。其選拔程式，一般是各專署的縣、市文教部門向江

蘇省文化局推薦名單並附上被推薦人的履歷表，以供江蘇省文化局的審核5。

若通過審核，還要對其進行集中培訓，但由於被推薦者的情況往往與事實不符，特別表現在文

化程度方面，這樣負責培訓的機構就叫苦不迭了。當時江蘇省負責培訓放映員的機構是江蘇省

群眾藝術學校（設在揚州），由於有些學員的實際文化程度很低，因此，江蘇省群眾藝術學校

向江蘇省文化局大倒苦水，「我校電影放映人員訓練班學員的條件，其文化程度一項，根據其

他省及我校在幾期訓練中的經驗教訓證明，必須在數理方面具有初中畢業的水準，（尤其是代

數物理二科）才能理解課程內容。而本學期學員中，很多不合這個要求，如有些同志連『移

項』、『比例』、『慣性』等簡單的基本知識都不懂，也有很多人『通分』皆不會，致造成學

習上的很大困難，上課時一牽涉到基本知識與公式時，就有學員反映不懂，因此學員自己亦背

上思想包袱。如有的說：『早知道學這個東西，我死也不來。』有的說：『反正今後有工作

做，學不上算了……。』」6對此，江蘇省群眾藝術學校提出了改進策略，「為此特懇請對下期

抽調的學員能責成專區考試一下，務求達到一定標準才能吸收，以保證品質。現附上代數、物

理考卷各一份，因教學中主要需要這兩項基礎知識。請核後通知並轉發至各專區辦理。」7



至此，要成為農村電影放映員，還要參加專區的入學考試。考試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時

政、數學物理試題和作文。如1954年試卷，時政方面內容包括過渡時期總路線、第一屆全國人

大、日內瓦會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糧食統購統銷等；數學物理方面考查的基本上是與電影

放映直接相關的計算及原理等；作文題目是：我為甚麼投考電影放映人員訓練班8。只有通過了

考試，才有資格進入電影訓練班接受培訓。

二 培 訓

電影訓練班是針對新放映員的，從1953年到1956年，「我省為適應電影放映事業發展的需要，

先後舉辦了七期電影放映人員訓練班，培養放映人員1200多名」 9。訓練班教學的內容主要包

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另一方面是業務技術10，政治學習主要是針對學員入學前的單純

的、功利的心態，加強對其政治教導和理想感召。第二期學員在「學習前，學員主要思想是：

學到技術，前途可靠，從此可以不再調動工作。經過第一階段政治學習，聽了錢局長『全心全

意做一個放映員』的報告，和總路線的學習後，始初步明確了學習目的，端正了學習態度」

11。在第四期學員中，入學前的思想情況較為混亂，「如有的認為『到此地可學一套技術，前

途可靠』，『做這個工作可天天看到電影，倒也不錯』，『放映工作比農民教育工作，文化

館、站工作單純』，『但又感到工作流動性大，太苦，組織上又難照顧到，不入黨入團不易被

提拔』，『做個放映員有些大材小用』等思想。」 12如何統一學員的思想認識？「這些思想情

況，經過第一階段目前形勢任務，總路線，電影事業觀的學習，又在黨團組織內進行了『四中

全會決議』及『甚麼是我們的遠大前途』的學習後，認識上有了提高，基本上糾正了不正確認

識，批判了個人主義患得患失的各種錯誤思想，都表示要全心全意從事於電影放映工作，並提

出首先要把當前的學習搞好。」13

電影放映工作不僅需要滿腔的政治熱情，還需要精湛的業務技術，業務技術學習的內容主要包

括電工學、放映機、發電機、擴音機等。由於內容較為抽象和枯燥，加之內容多、速度快，有

些學員就顯得緊張，「部分學員佔用休息時間來學習，吃飯睡覺亦在談論、思考，活動時玩一

會兒就又溜到旁邊去看書了。」14要讓學員在短期內掌握，是需要一定的思想動員和教學方

法，「如開始進入基本電學學習時，大家不習慣『分段圍攻』的速成方法，文化程度較低的感

到困難更大。這時便以上期接近文盲的學員如何搞好學習的事實，通過經驗交流大會等方式進

行教育，同時大力開展互助，在團內佈置『三好』檔學習，適當地開展課餘文娛體育活動，因

而穩定了情緒，推動了學習。」15有時候還「利用黑板報生活檢討會，表揚學習好的、活動積

極的人，批評學習不踏實、活動不積極的人」 16。總的來說，通過思想動員和改進教學方法，

學員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表1：各科學習成績統計如下17

科目 總人數 八十分以上的 六十分以上的 六十分以下的 備註

放映電工基礎 55人 44人 10人 1人 其中有二人後調走

擴音機 30人 27人 3人   

放映機 30人 28人 2人   

發電發動機 23人 22人 1人   



放映機 23人 22人 1人   

發電發動機 30人 27人 3人  發電組學放映的

即使在入學時對學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有些學員還是受到了外界的影響，「如高中招生名額

較去年多，很多學員就想考高中，小學教師工資調正消息傳出後，不少學員即希望繼續當小學

教師」 18。對此，負責培訓的江蘇省文化幹部學校抱怨：「下期影訓，各縣對學員必須認真審

查，堅決反對單純看文化程度而不注意政治品質，毫無原則的把別人不要的人吸收來幹電影工

作。」19

通過業務技術的學習，學員大多瞭解了電影放映的原理，掌握了操作規程，為農村電影放映隊

的運作提供了人力資源。政治的學習，使學員明確了電影放映事業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性，更

為其擔當政治宣傳員的角色提供了某種正當性。

三 角 色

中共一直很重視電影作為宣傳工具的重要作用，也很早認識到電影作為新型宣傳工具的眾多優

勢。新政權建立後，中共迫切需要用統一的國家意志來整合農村社會，重塑農村和農民。同

時，新政權也需要通過意識形態的反覆灌輸，來獲得廣大農民的認同，以增強新政權的合法

性。對此，電影無疑是一個絕好的工具，而廣大農村電影放映員則理所當然地被賦予政治宣傳

員的角色。

「其實，對於電影的認識，我們的黨是具有高度的水準的。至少在運用電影獲取政治資本和經

濟資本方面，就新中國電影放映的發展歷程而論，達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具體說來，在

對農村及大量基層電影放映中，黨的這兩大任務主要由放映員來完成。通過放映員披著傳播文

化與知識的外衣，而幹著政治宣傳員和經濟收銀員的事兒。」20作為政治宣傳員的農村電影放

映員，首先要參與映前宣傳，映前宣傳是指在電影放映之前電影隊（放映員）依靠自身或電影

積極分子、群眾組織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宣傳電影，使群眾在看電影前對電影內容有一個大

概的瞭解。「在映前介紹影片內容方面，目前各隊一般都是以講故事的方式代替了過去單純背

誦說明書的老一套做法，並普遍採用幻燈繪製人物像，藉以突出影片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其中

條件較好的如武進縣小隊還將影片內容編成當地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山歌小調等形式，經當地黨

委審查後，在放映幻燈人物像時一面放，一面唱，一面講，這種三者相結合的方法，通俗活

潑，很受農民歡迎。但這種方法在編寫時必須極度慎重。」21

雖然有了映前宣傳，但廣大農民對電影這種新的藝術形式還很難接受，電影的一些表現手法農

民很難理解，「因為一切映前的宣傳，只是使觀眾產生一個概念，而實際接觸到影片每一個人

物，每段故事情節的發展往往使觀眾混淆不清，所以在放映中抓住空隙時間加以適當的解釋是

非常必要的」 22。於是，映間插話便成為電影宣傳工作的必需。放映員要做好映間插話，一方

面「就要好好學習熟悉每部影片的內容，多找參考材料（大眾電影、連環劃、劇本歷史等），

從而在放映中接受影片對自己的教育。記錄每段間隙和難懂的鏡頭，放映後再吸取群眾反映，

深入群眾學習他們的語彙，經常和小隊同志研究，才能把插話提綱擬出來，通過實際宣傳，不

斷研究使其完備」 23。在插話中，放映員還要注意語言的通俗易懂、思想上的愛恨分明以及感

情的充分投入，只有做到這些，才能達到「劇場效應」，以實現政治宣傳的最佳效果24。



上世紀50年代的農村電影放映員具有「雙重角色」，一方面是放映員，另一方面是政治宣傳

員。對於他們來說，不自覺的意識形態的灌輸與自覺的對新政權的熱愛水乳交融，對新政權的

樸素的政治認同與飛揚的與民同樂的激情難分彼此，因而，兩種角色並無衝突。

四 結 語

通過對上世紀50年代農村電影放映員的透視，可以知道，他們是新政權建立伊始國家對農民塑

造和規訓的重要人力資源，他們使新政權的形象得到一次次完美展現並獲得廣泛認同。也正是

因為有了農村電影放映員，農村的夜晚不再靜謐，「新生」的農民開始擁有了夜晚的「愉

悅」。更重要的是，通過他們的辛勞，新政權的意志得以快速傳達到偏遠的農村，為實現國家

對農村社會的重構、整合作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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