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年，老胶南城区的变化很
大，现在只能用街道来说明电影院
的具体位置。南北走向的珠山路和
东西走向的人民路（现在的灵山湾
路）是老胶南县城最主要的两条街
道，两条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县城
最繁华的区域。在十字路口向南不
到100米处，有一条向西不到100米的
无名短路，路北是大众饭店和县工
会，路南原是一个大湾，后来填平建
了广场，路的尽头就是当时的胶南
电影院。电影院什么时候建的我不
知道，但打我记事起它就存在了。那
时，我家住在县城，离电影院不远，
长辈经常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不
过由于当时年龄太小，我对电影内
容的记忆全都是碎片式的。后来，我
家搬到了乡下，但每年我都能来县
城几次——— 小学期间一般是父母到
县城开会或办事时带我过来，中学
时则是我自己和同学结伴来县城游
玩。每次来县城，看电影是必备节
目，有时来县城就是为了看一场电
影。所以，这个时期我对电影院的记
忆是连续和完整的。
　　电影院是一座院子，四面都有
墙，院子中间是放映大厅，一座东西
向的大房子，院子和大厅的门都朝
东，面对的是那条短路和广场的北
部。院子大门是铁栅栏样式，左侧门
扇上设一小门，是检票口，大门南侧
是售票处，进了大门走几步就是放
映大厅的门，门在东屋山上。入场时
铁门是关着的，检票员守在小门检
票；散场时为避免拥挤，检票员会提
前敞开大铁门。放映大厅里面是一
排排的连椅，一共大概有四五百个
座位。
　　那时的电影院秩序很糟糕，人
们买票时不排队，总是挤——— 人多
挤，人少还是挤，就怕别人抢到自己
前面去。进场后，虽然电影票上都明
确标着座位号，但大家都不爱对号
入座，而是谁进去早谁就能抢占有
利位置。看电影时，在观影区前半部
的观众是坐着的，中半部的站着，后
半部的干脆站在连椅上，有时走道
上都站满了人。
　　那时，孩子们逃票看电影是电
影院的一道风景——— 当时的电影票
价很便宜，一般是5分钱一张，贵的
也就是1毛多钱，但调皮的孩子们还
是喜欢逃票。逃票的方式很多，翻墙
进院是最简单的办法。院子的南侧
是电影院的办公区，不容易翻越，北
侧的院墙是电影院和广播站的界
墙，也是逃票的最佳地点。电影院的
检票员是一位姓杨的女性工作人
员，孩子们称她“杨大姨”。杨大姨爱
说爱笑，性格开朗，人缘很不错，她
是县城知名度最高的人，那时信息

化较为闭塞，人们不认识县长很正
常，但不认识杨大姨就不正常了。
不 过 ，杨 大 姨 也 是 孩 子 们 的“ 公
敌”，逃票被捉，被她提着胳膊送出
去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一般而言，
在检票入场的时间，只要进了院子
基本上就算逃票成功了，即使被杨
大姨发现，她至多也就是吼你几句，
不会来追，否则大门就会失守。因为
向往电影，我小时候有一个宏大的
理想：长大以后要去电影院当一名
放映员！再不济，当个售票员也行。

　　现在已经记不清在这座电影院
看过多少电影，但有两次看电影的
经历记忆犹新。
  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秋假
里，母亲到县里开会，顺便带我来县
城，我便有幸看了京剧样板戏《智取
威虎山》的彩色舞台片。当时正是革
命样板戏大行其道的时期，城乡各
地都在排演，但真正能看到电影的
人很少。这部电影得用35毫米的大
放映机才能放，而这种放映机只有
电影院才有，乡村放映用的都是8.75
毫米的小机器。这部影片让我大开

眼界，回去以后向同学们炫耀了好
长一段时间。
　　另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和朋友们
结伴去电影院看电影。记得我们看
的是一部朝鲜影片《卖花姑娘》。这
部影片不仅是彩色的，还是宽银幕，
这是我第一次看宽银幕电影，票价2
毛，当时最贵的票价。影片情节记不
大清了，只记得剧情悲伤，我在两个
小时的时间里大概哭了一个半小时。
事后想想，难道从乡下到城里花2毛
钱看电影，就是为了哭一场？至今我
还记得《卖花歌》的几句歌词：“卖花
来哟卖花，朵朵鲜花红艳艳。卖了花
儿，给生病的妈妈换药钱。”
　　参加工作后没几年，我就到县
城工作了，虽然没有实现童年那个
当电影放映员的梦想，但并没有少
看电影。那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很
多以前禁放的影片纷纷上映，让大
家大饱眼福，有些影片还是我第一
次看到，如舞蹈史诗电影《东方红》，
戏剧电影《红楼梦》，故事电影《我们
村里的年轻人》等。影片众多，观众的
观影热情也很高涨，因此电影院昼
夜都有场，有的影片甚至会流水放
映到凌晨，那是电影院的高光时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座电影院
渐渐无法满足群众的观影需求了，
县里决定新建一座电影院。于是，
1978年冬，新电影院建成使用。与
老影院相比，这座电影院可谓“鸟
枪换炮”：位于最繁华的人民路中
段南侧，面积3500多平方米，大门
端庄大气，门口的雨棚上还可以放
一 排 影 片 海 报 ；影 院 内 部 上 下 两
层，4个入口，座区为连排固定式上
翻单座，共有1600多个座位；影院
门前是一个广场，以便观众停放自
行车，节日里还可以举办场地表演
什么的。新电影院无论在规模还是
设施上都很豪华，成为当时胶南城
区的地标式建筑，也是上世纪80年
代胶南人气最旺的地方。
　　这个时期，国内的电影业也迎
来了一个鼎盛期，不仅国产影片众
多，许多高质量的外国影片也纷纷
上映，像前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
卫萨拉热窝》《桥》、日本影片《追
捕》《生死恋》、美国影片《魂断蓝
桥》《巴顿》等等，都是在那座电影
院上映的。此时，电影院的观影秩
序也好多了，观众都会自觉凭票对
号入座。 
　　在新电影院看电影，虽然没有
老电影院那么多趣闻，但也不缺故
事，比如便衣警察在里面抓偷自行
车的小偷、醉鬼喧闹被请出电影院
等等。有时，电影院会在放映前先放
个幻灯片，宣传国家时事或者电影
新闻什么的，例如大众电影百花奖
的颁奖情况。当然，放映员就是解说
员，说的是“胶南普通话”或直接用
正宗胶南话。
　　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
和我们当年一样，喜欢看电影，中老
年人兴趣来了也会光顾一下电影
院，所以现在的电影依然是一个重
要的文化产业，市场依然繁荣。但现
在的电影院与以前的大不相同———
不是以独立建筑物的方式存在，而
是设在综合性建筑里面，如一些大
的商场和娱乐城等。影院规模虽然
都不大，但设施非常先进，座椅很舒
适，观看效果极佳，视觉很震撼。这
其中有电影制作水平不断提升的因
素，也离不开现代化的放映和观看
条件，这都是以前的电影院不能相
比的。
　　本文所提到的两座电影院如今
都已不存在——— 珠山路上的老电影
院，在新电影院使用后就拆除另作
他用了；人民路上的新电影院在前
些年也被拆除，场地一直闲置，听说
近期要在那里建一处停车场。曾经
的胶南电影院，虽已消失在现代化
的城市里，却收藏在了老胶南人的
记忆中。

记忆中的胶南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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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胶南县最早的电影院（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胶南电影院是当时城区的地标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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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我与朋友一道参观了位于西海岸新区的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和青岛电影博物馆，并观看了几部在产业
园拍摄的大片。期间，大家议论起电影。有意思的是，除了对当今中国电影业的赞叹，更多提及的是一些旧时话题：记
忆犹新的经典老电影、令人难忘的电影明星、脍炙人口的经典台词、传唱至今的影片歌曲，以及早已远去的乡村露天
电影等。在这些我全都经历过的事情里，最难忘怀的还是老胶南县城的电影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记忆中的老胶
南县城》发在网络上，不少网友还进行了转发，文章其中的一节就是“广播站和电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