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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电影《长津湖》在全国热播，不少市民前去观影。看着如今豪华舒适的影院，让人不禁想起了许昌老电影院
的故事。电影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在那个物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是一件时尚又奢侈的事
情。魏都区西大街道办事处豫园社区内，就有几家许昌人曾经熟悉的电影院。许昌剧院、春秋大剧院、人民电影院……
这些老电影院总有你抹不去的回忆。本期《许昌往事》，我们来到豫园社区寻找老电影院的故事。

许昌首家影院是如何兴办的？
说起电影院，大家并不陌生。那么，它是

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目前，国内传统的说法
是，1908 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海
宁路与乍浦路交叉口搭建的虹口大戏院是中
国第一家电影院。此结论有待商榷。史料证
明，电影院最早出现在哈尔滨，20 世纪 30 年代
在全国广泛兴办，而许昌的第一家电影院是在
抗日救国的舆论声中“诞生”的。

当日上午，记者寻访居住在人民路的老年
人，听他们讲述许昌第一家电影院的故事。

“我听父亲讲，许昌第一家电影院就在原
魏都区人民法院院内。”已经 74 岁的毛福民告
诉记者，该电影院存在的时间很短，前身是一
家戏院。

我市文史资料记载：1932 年 4 月 26 日，中
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对日宣战的通电。当
时，许昌县立男子师范学校校长蒋介民（又名
蒋自力、共产党员）、私立许昌灞陵中学的校务
主任贺仲莲（又名贺建华，共产党员）和路岩岭

（共产党员）为响应党的号召，动员和组织社会
各阶层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决定兴办电影院。

沈世昌曾在《许昌第一所电影院》这篇文
章中讲到，1934 年年底，蒋介民与许昌县民众
教育馆馆长吴中甫商议筹资兴办许昌电影院，
蒋 介 民 和 路 岩 岭 负 责 组 织 电 影 院 的 工 作 人
员。他们在原来的许昌城隍庙门前路南租赁
一个戏院，约 200 个座位，添置简单的电影播
放仪器后，许昌第一家电影院就成立了。

路岩岭名为民众教育馆的干事，实为许昌
电影院的经理，主持电影院的演出和运作。该
电影院开业后，播放了《大路歌》《乾隆游江南》

《淞沪之战》（曾用名《上海之战》）等一系列进
步影片，为抗日救国打造了革命舆论。

电影院里的抗日救国教育
电影院的开办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国民

党许昌县党部书记畏慑群众日益增长的抗日
怒潮，经常到电影院捣乱、破坏刁难，不许其播
放进步影片。

在这样的情况下，路岩岭听说许昌专员的
太太爱看电影，外号“电影迷”。于是，路岩岭
就登门给她送电影票。专员太太当即问路岩
岭是什么影片，路岩岭回答是《上海之战》，抗
日战争的名片。

那天，影片正在放映，许昌县党部书记一

看电影播放的是《上海之战》，就对路岩岭大发
雷霆，要求禁播该片！

路岩岭说：“这是专员太太叫播放的，你如
果不相信，咱们可以去问问。”许昌县党部书记
见到专员太太说：“太太这影片不能播放！”

专 员 太 太 不 悦 地 反 问 道 ：“ 为 什 么 不 能
演？打日本的片子为什么不好？你说怎么不
好？”专员太太连连质问，弄得许昌县党部书记
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地走了。这使《上海之
战》得以继续播放，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喝彩和
好评！

《上海之战》的播放，使广大观众受到了一
次抗日救国教育。当时，许昌县民众教育馆还
吸收了一些爱国青年，晚间办学习班，每晚每
人发放电影票一张。路岩岭利用学习时间，向
爱国青年讲述革命形势和革命故事，对他们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为迎接全民抗战发挥了积极
作用。

许昌这家电影院由于公开播放进步影片，
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阻挠，加之经费不
足，这个宣传抗日爱国的“阵地”仅半年时间就
停办了，抗日爱国宣传转入了“地下”。

“抗日奇花”许昌青年剧社
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我国的大好河山瞬

间硝烟弥漫的时候，你是否能想到，中国三民
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的青年学生成立了许昌
青年剧社。他们用歌曲、戏剧激励大家，动员
更多的人参加抗日队伍。

少年强，则国强！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许
昌分团在 1931 年设置了筹备处，就在人民路
附近。

赵金鉴撰写的文史资料《三分团许昌分团
部纪事点滴》中提到，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许
昌分团开始发展团员时，为个别发展，故较少，
以后成批发展，举行集体入团仪式。

1942 年，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曾
在南关三星舞台举行集体入团仪式。参加的
学生有五区联师、灞陵中学、许昌中学、培德中
学等校师生约千人，由柴德峰主持，新入团人
数在 200人以上。

为 了 迅 速 发 展 团 员 ，1946 年 下 半 年 到
1947 年 上 半 年 ，许 昌 曾 三 次 集 体 入 团 仪 式 。
1947 年 10 月，在许昌即将第一次解放时，中国
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会要求，许昌各
中等学校的学生，凡是没有加入的，以校为单
位，按学生名册，一律集体加入中国三民主义
青年团许昌分团。

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组织了许
昌青年剧社。抗战期间，许昌青年剧社以此为
基地，先后公演《大风》《毒药》《君山之夜》《马
百计》《我也是中国人》《上海之夜》《碧血黄花》

《雷雨》《日出》《国家至上》等著名话剧，激发了
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除了在许昌演出外，许昌青年剧社还到漯
河、周口等地演出，颇受群众欢迎。演出收入，
一部分作为剧社开支，另一部分补助演职人员
的日常生活。

此外，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还开
办青年书店、青年旅社、青年浴池等。许昌青
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扛起了救亡图存的国家
责任，用各种声音唤醒民众，一路播撒抗日爱
国的种子，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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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家影院的红色故事
□ 记者张铮

许昌首家
影院就像一部
专门回放城市
故事与记忆的
放映机，打开
后，浮光掠影
在胶片的轮转
中凸显出来。
1934 年，在抗
日救国的舆论
声中，许昌首
家影院（如今
人民路路南原
魏都区政府对
面）开 业 了 ！
10 月 15 日，记
者在人民路上
寻找许昌首家
影院的红色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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