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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年，看厦门 75 变。

身处时光洪流，我们都是时

代的见证者。无论是捕捉

的家庭温馨瞬间，还是记录

的街头巷尾的市井生活；无

论是城市建设的珍贵影像，

还是时代变迁的动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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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几句话都可，我们将与

您联系，听您讲述身边的变

化、城市变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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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叶子申

2024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

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11

月中旬将在厦门举办。自2019年宣

布长期落户厦门以来，今年已是“金

鸡”携手厦门走过的第六个年头。

实际上，电影在厦门已有100多

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默片”到

如今的高科技巨荧，百年之间，厦门

电影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厦门的观

影场所、电影拍摄、电影制作等领域

都迎来了巨变。如今，“金鸡”赋能，

厦门正朝着“电影之城”不断迈进。

改革开放前
岛内已有影剧院超20家

“厦门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城

市。”厦门文史专家卢志明说，1905

年，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诞生，

那一年厦门也出现了电影。从此，

电影在厦门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卢志明是《厦门与中国电影》的

执行主编。他说，根据文献记载，

1905年12月，一位姓“大石”的写真

技师在鼓浪屿放映了类似“默片”的

影戏，厦门商家由此发现电影具有

吸引客人的魅力。

史料记载，1907年，中华茶园

是厦门岛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

1927年，思明戏院开始建设，并于

1929年投用。卢志明告诉记者，思

明戏院是华侨曾国办、曾国聪两兄

弟投资15万银元兴建的，取名“思

明”二字，是因厦门早先有过“思明

州”之称，且有1927年该院开始兴

建时厦门尚称“思明县”的缘故。

根据《厦门电影百年》介绍，新

中国成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厦

门新建了多家电影院，实际上也可

以说是影剧院，到改革开放前，岛内

已有影剧院超过20家。

不过，20世纪80年代，厦门不

少电影院曾遭遇市场低迷。“1988

年，思明电影院一度经营困难，当时

的老经理人通过贷款将电影院结构

重新调整，增设卡拉OK以及5个录

像厅。经历这次改造，我们的年票

房收入连续几年都是福建省影院里

数一数二的。”厦门思明电影院（原

为思明戏院）副店长邱亚辉回忆。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厦门

有66家电影院。电影院的设备也不

断升级。“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影院

仍然采用胶片放映技术，电影放映

使用的还是笨重的放映机。”卢志明

说，进入21世纪，电子信息技术蓬勃

发展，逐步取代传统胶片放映技术

成为影院的新选择。一大批技术先

进、设施齐全、独具特色的新兴影院

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厦门电影

市场百舸争流、万马奔腾。

每年上百部
影视作品在厦门取景

厦门电影市场繁荣，培育了许

多具有“厦门元素”的电影。卢志明

介绍，作为“天然摄影棚”，厦门以其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文化

环境成为众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

新中国成立后，多家电影制片厂来

厦拍摄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电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移山填

海》《海鹰》《英雄岛》等在厦门取材

拍摄的影片陆续上映，引发全国关

注。20世纪80年代，厦门电影拍摄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86版《西游记》

也曾在厦门取景。

进入21世纪，厦门电影行业进

入崭新的时代，《左耳》《烈日灼心》

《西虹市首富》《夏至未至》等多部电

影在厦门取景。据统计，每年有上

百部影视作品在厦门取景。

“尤其是2019年‘金鸡’长期落

户厦门，极大助推了厦门电影行业

的发展。”恒业影业集团副总林朝阳

说，“厦门是一座文艺气息浓厚的城

市，也是很适合拍摄的城市。电影

场景的选择要与电影内容匹配，在

同样标准下，我们会优先考虑厦

门。我们2020年的《门锁》和2021

年的《遇见你》都在厦门取景。”

厦门忻时代影视产业运营平台

有限公司有关人士说，“金鸡”落户

厦门后，厦门成了很多剧组的“优先

选项”。该公司成立4年多，吸引了

剧组服务、剧本创作、后期制作等

200余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合并营

收逾10亿元。

据厦门市电影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厦门已建成一批影视拍摄

基地、影视文创园区，其中规格各

异、功能完善的摄影棚达20个，培育

了一批以影视服务业为主的专业服

务团队，为厦门影视产业发展奠定

了比较好的软硬件基础。

超2500家
影视文化企业落户厦门

过去数十年，厦门电影行业经

历了从“厦门拍摄”到“厦门制作”的

变化。卢志明介绍，1949年11月，

为解决影片供应问题，香港南方影

业公司派黄栋梁携带苏联影片来

厦，并于同年12月在厦门组建香港

南方影片公司福建分公司。这是新

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家电影发行

机构。此后，和“厦门元素”有关的

影视创制就开启了新篇章。

谈起厦门电影的发展，就不得

不说“厦语片”。据长篇小说《旦后》

作者、“厦语片”电影研究者黄宁介

绍，“厦语片”电影专指以闽南话为

电影表演语言，行销东南亚及中国

台湾，面向闽南话族群放映的方言

电影。从1948年到1966年，此类电

影的存续时间仅为18年。在此期

间，不少“厦语片”电影在厦门电影

院放映，引起观影热潮。

改革开放后，厦门影片的拍摄

制作迎来新的发展。尤其是“金鸡”

落户厦门之后，越来越多头部影视

企业入驻厦门。恒业影业集团负责

人张国荣说：“恒业影业自2021年

落户厦门以来，已发行上映了十多

部院线电影，包括《又见奈良》《扫

黑·决战》《门锁》《误杀2》等高口碑

作品。”

成立于2019年的厦门自然声

场工作室是为影视剧提供声音处理

的技术公司，创始人曹峰表示，“金

鸡”效应下，厦门影视产业业态环境

愈发成熟。“我是做声音的，旁边就

有做动漫的，楼下还有岛内最大的

摄影棚，整条产业链越来越完整。”

曹峰说。

记者从厦门市电影局了解到，

截至今年上半年，厦门已吸引并聚

集影视文化企业超2500家，覆盖内

容创作、拍摄服务、后期制作、宣传

发行、艺人经纪等影视产业链的核

心环节，形成完善的影视产业生态

体系。如今，厦门企业参与出品的

电影、电视剧数量居全省首位，占比

超60%。近5年来，厦门影视文化企

业、机构数量年均增长10.2%，营业

收入年均增长超过10%，2023年已

达2286.6亿元，增加值占全市GDP

的比重超过5%。

在倍视传媒副总裁、厦门市电

影家协会副会长谢宁看来，“金鸡”

落户显著提高了厦门在影视圈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厦门努力把握“金

鸡”机遇，在发展影视方面表现出的

重视度与紧迫感，更是推动城市影

视业态升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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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电影院旧影。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落户厦门，推动了厦门电影相关产业发展。（资料图）记者唐光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