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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第一家影院——
肥光电影院

“安徽肥光电影院”刚开业时是在前大

街永贞观巷王家大院露天放映，不久迁至赵

千户巷，那里以前有个安徽大舞台，是演戏

剧的地方。改造过的放映厅不大，只能容纳

850人。座位分正座和副座，票价也相应分

为旧币1000和800元。然而，电影院仅维持

了一年，1947年就倒闭了。

那年头，合肥人的文化娱乐生活比较简

单，看一场电影，算是一家人平日生活里的

重大活动了，因此电影院关门后，各界反响

强烈，在合肥老少爷们的期待声中，原来的

电影院股东们又筹办了“新记肥光电影院”，

于1948年9月18日正式开业，首映的电影是

国产片《假凤虚凰》。

几乎和私营的电影院同时出现的，还

有一家官方的合肥放映站，当年在四牌楼

西侧建起了一座砖木结构的草顶大棚，于

1946 年 11 月 1 日开业，首映电影是故事片

《鹏程万里》和纪录片《日本投降签字典

礼》。当时每天也是放映 2～3 场，逢周日

上午加映一场招待军警。但这个电影放映

站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因为亏损，不到三个

月就关门了。后来有人顶下了电影放映站

的场子，并购进了电影放映设备，成立了革

新电影院，于 1947年 6月 7日开业，首映电

影是古装片《西厢记》。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文/图）随着第二

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在即，昨

日上午，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40部参展影片拷贝已全部运抵主办

城市合肥，并正式移交给本届电影节执

委会。

据介绍，为将拷贝安全、及时地送

达，负责运送拷贝的中外运敦豪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应对各项挑战。首先，此次

承运的拷贝需以暂进复出的贸易方式进

口清关，需要准备大量的清关文件和批

文、缴纳相应保证金；并且由于一些客户

对再次出口的目的地的特殊要求，还需

向海关提交详尽说明。针对这些特殊情

况，中外运敦豪专门安排了国外取件，并

派出专人对每票运单进行网络跟踪，提

前预报通知上海浦东国际口岸，由中外

运敦豪专人协助其准备所有单据文书。

此外，由于胶片是易燃危险品，中外运敦

豪在取件和转运过程中，对拷贝进行了

专门的特殊安全处理，采用特别包装。

合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兼

合肥广播电视台台长王节表示：“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正在逐步与国际接轨，成

为中国和世界电影界相互学习、相互借

鉴的重要窗口。因此，国际参展影片拷

贝的参展和递送是金鸡百花电影节展映

组织流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据悉，此次运送的影片拷贝来自法

国、俄罗斯、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

匈牙利、以色列、巴西和波兰等国家和地

区，其中包括俄罗斯战争巨制《布列斯特

要塞》、由香港著名影星郑佩佩担纲主演

的新西兰影片《我的婚礼和秘密》等。

10月14日下午3：00，伴随着《青年志愿者之歌》昂扬的

歌声，第20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誓师大会在合肥

市政府楼前广场隆重举办。800 名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

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组成整齐的方阵集体

誓师，立志为本届电影节提供真挚热情、细致周到、专业规

范的服务。 记者 刘甜甜/文 黄洋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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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合肥的影像记忆之

细数解放前后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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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合肥

的电影娱乐在鼎

盛时期，最多有过

27 家影院。那时

候，人们不像现在

有很多种休闲选

择。电影，是那时

候最基本也最主

流的娱乐。合肥

地区第一家正式

电影院应该是肥

光电影院，成立于

1946 年 9 月 16 日，

曾经三易其名，先

后叫过“安徽肥光

电影院”，“安徽省

立合肥社会服务

处委托办理肥光

电影院”，以及“新

记肥光电影院”。

解放后的
合肥影院

订票热线
400 055 222

一 曙光电影院
曙光电影院位于合肥东部工业区，是附近

安纺总厂、合肥钢厂等大型企业工人休闲娱乐

的场所。电影院放第一场电影的时候，安纺全

厂工人都免费获得了一张票。不过，电影院很

快就交给了合肥市总工会，1964年的时候，曙

光电影院作为市属几十家电影院之一，在东边

那一片的名声很大。

二 长淮电影院
老合肥都知道，未拆除前的长淮电影院位

于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 1109 号长淮大厦。

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长

淮电影院给居住在东部的市民带来了无尽的

精神愉悦。

三 江淮大戏院
合肥淮河路280号是江淮大戏院所在地，

最早是文昌宫的大殿，后来改造成了一所小

学，即城东高等小学堂。1953年，江淮大戏院

破土动工，第二年建成使用。这是合肥解放后

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安徽省第一座具有民族古

典建筑风格的大型剧院，建筑面积为3590平

方米。

四 合肥剧场
淮河路与阜阳路交口的地方，以前有个合

肥剧场，解放前那里就有一个舞台，算是属于

底层老百姓娱乐的场所了。

合肥剧场前身是天后宫，清乾隆年间，福

建省旅肥同乡会出资修建，当时为祀奉天后

娘娘所用。每到春节时，就会有杂耍百戏和

徽班演出，因而成为了合肥最古老的戏曲演

出场所之一。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有香

港的开发商看

中了这块地皮，

合肥剧场被拆，

建起了今天的

香港广场。

五长江剧院
长江剧院是省城历史悠久的文化标志性

建筑之一，位于合肥九狮桥街10号，南邻“安徽

第一路”长江路，北毗繁华的淮河路步行街。

1956 年 6 月，国家在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

下，拿出了60万元人民币，兴建这所当时在合

肥算是首屈一指的大型剧院。

六 光明影都
金寨路445号，原为光明影都所在地，曾

经是安徽省电影银幕最大的特级影院。

光明影都原名光明电影院，始建于 1954

年。当时，三孝口的繁华程度已经超过四牌楼

老商业圈，成为合肥最热闹的商业中心，而光

明影都则是三孝口一带最璀璨耀眼的明珠。

2008年3月，曾经留给合肥人无数光影记忆的

光明影都终于开始拆除。

七 人民电影院
上世纪50年代，双岗一带规划为工厂区，

人口骤然增加。尤其是钢铁总厂的建成，产业

工人以及当地居民一下子增长到数以十万计，

但大家的文化生活却很单调，于是，钢铁总厂

和北市区合计，利用双岗老街上的一处简易礼

堂，稍加修整，作为电影院向市民开放，当时的

名称是“北市区人民电影院”。那其实就是人

民电影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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