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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

厂参观。在参观期间有两个小小的要求：第一，请不要吸烟

，因为长影是一级防火单位；第二，我们是集体参观，请大

家跟上我不要掉队，以免您漏掉项目。参观结束后可以自由

活动，谢谢合作。 第一项：①伪“满映”主楼 长影的前身是

“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它是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推行殖民文化所建立的电影机构。这是日本军国

主义者奴役中国人民、妄图吞并中国的罪证。伪“满映”的

厂房于1937年8月动工兴建，1939年11月竣工。整个厂房建筑

由德国工程师仿照德国“乌发”电影厂的模式设计，当时占

地面积共163，963平方米，建有六个面积为600平方米的摄影

棚，大小四个录音室，还有其他附属建筑，号称远东最大的

电影制片厂。 主楼共三层，伪“满映”时，一层是集体办公

的地方，二楼是当时“满映”理事长大特务头子甘柏正彦的

办公室，每到上班的时间，他就坐在前面的雨搭上，监视着

工人来上班。有职务的人员由主楼正门进入大厅集合，而普

通的工人则走主楼两侧。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将一楼改建为

接待室，二楼、二楼部作为办公室。中央三代领导人亲临视

察时，都到过这里。许多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来长影参观

时，都是在这里与长影的领导人和艺术家们见面。 角落里的

“定石 楚”是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1939年的题字。 ②毛主席

雕塑像：这座毛主席雕塑像是1968年文革时期群众自发组织



起来制作的，由我厂美术、技术人员自行设计，雕像高7米，

材料是白水泥，整个制作时间大约4个月。这座雕像建好后，

因为它比例协、造型逼真，吉林江南公园、辽源矿务局都从

我们这里进行了翻制。 注：①②可按照参观顺序提供。 第二

项：黑龙会平面图 这副平面图，是日本黑龙会的标志，

是1937年建厂时日本人用马赛克镶嵌在这里的。两条龙中间

，是整个“满映”的平面图。最前面突出的部分是停车的雨

搭，紧挨着便是大接待室，大接待室的两侧有两条走廊，左

侧的走廊通往一、二、三摄影棚，右侧的走廊通往四、五、

六摄影棚。大接待室后面有一个篮球场，篮球场后面是洗印

车间，两侧有天桥连接，左侧的通往录音车间，右侧的通往

剪接车间。洗印车间后面是美工制作车间。有关电影制作流

程，我们到后面会详细地向大家解说。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中国的美梦灰飞湮灭，“满映”回到中

国人民手中。新中国成立后，长影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建

造了第七摄影棚，面积1200多平方米，在计划经济时期，是

中国最大的摄影棚，也是亚洲最大的摄影棚之一。 第三项：

摇篮宫 长影作为中国电影的摇篮，为新中国的电影做出了巨

大贡献。因此，倍受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请看这三张

照片：①1958年2月14日，毛泽东主席亲临长影视察，他来到

第六摄影棚与《红孩子》剧组的小演员宁和合影。②1964年7

月10日，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视察长影，接见了《兵临城

下》的主创人员。陪同的是我厂党委书记岳林。③1991年1

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长影，在第六摄影棚里接见了《

铁血精英》摄制组全体人员。江书记左侧为厂长阎敏军。视

察结束后，江书记亲笔题词“发扬长影的优良传统，为党的



电影事业做出新成绩！” 2、厂史部分： 工农兵的厂标。 我

厂的前身是1937年，伪满时期日本人建立的“满洲映画株式

会社”，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我党为建立自己的电影

生产基地，派中共党员刘建民、赵东黎秘密进入“满映”，

组织进步职工开展护厂斗争，于10月1日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

。1946年内战一触即发，东北电影公司于5月13日迁往合江省

兴山市，即现在的黑龙江省鹤岗市。在当时的一所小学校里

，白手起家，建设“厂房”，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

基地。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

，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生产，拍摄了新中国的七个第

一部，同时调出大批干部支援新厂建设，因此被形象地誉为

“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1948

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后，东影一面坚持生产，一面分批迁回

长春。1955年，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现今，我们成

立了长影集团。 为了这是记录、及时反映、紧密配合东北解

放战争，东影一开始就把拍摄记录片放在了首位。从1947年5

月---1949年7月，东影先后派出了32支摄影小分队深入到前线

、工厂和农村，拍摄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编辑

了十七集新闻记录片《民主东北》，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新闻

记录片，它不仅生动反映了东北解放战争、华北解放战争的

面貌，而且真实记录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部分实况、影

片的成功向海外发行，于1950年获捷克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

际电影节记录片名誉奖。 《民主东北》中有关战争的一些珍

贵历史镜头，是摄影队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随军拍

摄下来的，张绍柯、杨荫萱、王静安这三位年轻的烈士，就

是在拍摄《民主东北》过程中牺牲的，他们是东影新闻电影



工作者的优秀代表，把生命和热血献给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

。 东影在拍摄新闻记录片的同时，还积极进行其他片种的试

制。先后创作出新中国的七个第一部： （1）新中国第一部

木偶片《皇帝梦》。影片生动揭露了蒋介石卖国内战和独裁

的丑恶面目，歌颂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由陈波儿编导

，1947年11月完成。） （2）新中国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

》。影片对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扑灭鼠疫起到了

重要的宣传作用，同时开创了科教电影创作的历史，在新中

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袁乃晨编导，1948年夏完成。

） （3）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影片描写了蒋

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但在人民力量打击下

，最终失败，好似鳖在瓮中一样。它的摄制完成，揭开了人

民电影美术片的制作史页。（由朱丹编剧，方明导演兼动画

设计，1948年12月完成。） （4）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

一兵》。从此，东影开始大量译制苏联影片，为后来的译制

工作奠定了基础。影片由袁乃晨导演，他是我国翻译片的开

拓者。）1949年5月译制。 （5）新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留

下他打老蒋》。影片生动表现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

关系，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演员的表演自然朴素，我

们所熟悉的表演艺术家陈强，在片中饰演一位老农民，这是

他初登银幕之作。后曾扮演《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

娘子军》中的南霸天，以因演反派而著称。 （6）新中国第

一部长故事片《桥》。影片第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角出现在

银幕上，具有鲜明的主题思想，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导演王滨，1951年成功制导了影片《白毛女》

。美术设计刘宇光，1946年毕业于“满影”电影专科学校，



曾任长影第一任美术科长。相继在《党的女儿》、《上甘岭

》、《火焰山》、《神秘的旅伴》、《大渡河》和电视剧《

少帅春秋》等影视剧中担任美术设计。 3、请大家看一下我

厂获奖影片情况 ①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政府奖（1949

年1955年）《白毛女》、《钢铁战士》、《董存瑞》等

。1979年《吉鸿昌》的上下、《北斗》上等；1994年改称“

华表奖”。1997年《灯塔世家》；1998年《男妇女主任》

；1999年评委会奖《眷恋》。 ②电影百花奖，由《大众电影

》杂志社创办于1962年、奖杯为化神雕像。《人倒中年》、

《男妇女主任》。 ③电影金鸡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创办

于1981年，奖杯为金鸡雕像。《人倒中年》、《开国大典》

。 ④“五个一工程奖”，为一部好电影、一部好电视剧、一

部好戏剧、一部好广播剧、一部首好歌。《大城市1990》、

《男妇女主任》。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