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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电影的合肥观澜    ——《合肥与中国电影》序    中共合肥市委书记    古城庐州金鸡放歌，金秋合
肥百花争妍。
    在这满载收获的美好时节，750万热情好客的合肥人民迎来了第20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盛装启幕
和莅临盛会的四海宾朋。
当好本届电影节东道主，是中国文联和中国影协对合肥的信任，是广大电影人和亿万观众对合肥的期
待，也承载着合肥人民的激情与梦想。
    ——这是一届更具历史意义的电影盛会。
本届电影节的举办，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正值中国踏上由电影大国向电影
强国迈进的豪迈征程。
    ——这是一个更富喜庆色彩的电影节日。
被誉为“中国奥斯卡”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一年一度，高潮迭起，而今迎来她20岁的生日，必将画上
第20个更加美妙的年轮。
    ——这是一段更为人们期待的电影时光。
本届电影节如约而来之时，正是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大幕拉开之际，合肥人民理当为中国电影奉
上一席精彩难忘的盛宴。
    合肥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也是一座新中国诞生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省会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勤劳智慧的合肥人民乘着中部崛起的大潮，以科学发展
的生动实践，使一座新中国成立初只有5平方公里，5万人口的江淮小邑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
把一座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人民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展现在世人面前。
踏上“十二五”新的历史征程，合肥人民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乘势而上、开拓进取，加快建设长三
角继沪宁杭之后的现代化新兴中心城市，朝着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方向阔步前进。
    居江淮之间，四方辐辏；纳百家风气，熔铸古今。
在历史的长河中，合肥这座城市融微风皖韵于一身，孕育出“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的商贸
文化、金戈铁马的三国文化、清正廉明的包公文化、名震天下的淮军文化、革命岁月的红色文化、敢
为人先的改革文化。
这些都是这座城市弥足珍贵和引以为豪的标尺所在，并在不同的层面涵养着城市的气质，成为演绎中
华文明的重要历史舞台。
    电影是传播文化的纽带，是城市进步的剪影，也是成就梦想的舞台。
一年前，当走过百年跌宕起伏、不断迈向辉煌的中国电影牵手合肥时；一年后，当备受瞩目的第20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即将启幕时，合肥与中国电影，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搭起奉献与分享的桥梁。
    ——电影节是一种难得的机缘，在合肥与中国电影之间开启了一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在合肥，不仅有众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走进电影，而且有诸多历史事件被搬上荧屏；不仅集聚和诞
生了一代又一代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且源源不断地向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奉献了自己
的精品力作；不仅一直致力于推进电影制作和传播，而且在当今致力于融新型业态、科技创新等于一
体的电影院线建设；不仅有蕴藏在民间的对电影的热爱，而且电影产业的规划建设被提上重要日程。
应该说，正是由于电影节在合肥的举办，让我们有意识地透过历史的烟云，对合肥与中国电影的渊源
进行了一次多视角的回望。
重温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中国电影人的执著追求，我们更加深切感到，合肥与中国电影的历史渊源
是如此之深厚，现实联系是如此之紧密。
    ——电影节是一扇打开的窗口，合肥以中国电影的名义放飞共同的梦想。
合肥是一座充满活力、独具魅力、创新发展、宜居宜业的城市，更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现代化新兴中
心城市。
今天的合肥，既传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更洋溢着扑面而来的现代气息，形成了“开明开放、求是创
新”的城市精神。
举办本届电影节，是合肥对中国电影的一种礼敬，也是对合肥这座城市的全方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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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秉承历届电影节成功举办的宝贵经验，以“时代特色、电影特色、合肥特色、创新特色”为追求
，努力为中国电影融入徽风皖韵与合肥元素。
我们希望通过这份努力，本届电影节能够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中留下合肥印记，载入中国电影的光
辉史册。
    ——电影节是一个庄严的承诺，合肥与热衷于中国电影事业的人们共同完成。
合肥人民崇尚文化，以能够零距离目睹电影节的风呆而分外高兴；合肥人民热衷电影事业，以能够为
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步贡献绵薄之力而倍感’荣幸！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是全体电影人和广大电影观众衷心热爱的盛大节日，举国关注、多方支持。
接过本届电影节节旗以来，全市上下以“当好东道主，办好电影节”为己任，精心组织、踊跃行动，
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
我们相信，有了这种齐心协力，有了这种真诚携手，有了这种心与心的交融，一定能换来电影节的精
彩纷呈。
    值此大幕开启之际，我们有着热切的期待。
让我们共同见证“梦想在合肥”的惊喜时刻，让我们共同分享中外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共同领略
中国电影的无穷魅力！
    值此大幕开启之际，我们有着诚挚的相邀。
让这本《合肥与中国电影》伴您度过难忘的节日，让这本《合肥与中国电影》带您走进这座城市的电
影往事和光与影的交响！
    值此大幕开启之际，我们有着良好的祝愿。
让我们衷心祝愿本届电影节取得圆满成功，让我们衷心祝愿中国电影事业蒸蒸日上，让我们衷心祝愿
中国电影永放璀璨的光芒！
    201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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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肥与中国电影》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包括：百年电影与一座城、中国电影进化史、中国电
影艺术品鉴、合肥电影路线图、合肥电影发展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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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千年古城魅力新都    合肥这座城    “江淮首郡，吴楚要冲。
”这是前人对合肥的描述，而“三国故地、包拯故里”之称，一文一武，相互辉映，成就了千年古城
的底蕴。
    自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始设“合肥县”时算起，合肥之名存在至少已有2200年的历史了。
几千年来，这里孕育出了一代代可歌可泣的英雄豪杰和名人贤士，不仅为后人留下了逍遥古津、教弩
台、三国新城、包公祠、明教寺等史迹，还涌现出包拯、李天馥、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王亚樵
、卫立煌，以及“世界船王”包玉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永留史册的人物。
他们是这个古城弥足珍贵和引以为傲的标尺所在。
    然而，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关于这个城市发展的细节大多数已无迹可寻，能剩下一些粗枝大叶
的东西已是不易。
所以，要追寻一个城市的前世，更多的时候，只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里剥离出一点点碎片来拼凑些许
印象，或者靠想象来弥补了。
    一个城市的演变到底有多少的细节可以触摸，又如何从最初的荒芜之地发展为一个繁华之都，这是
一个难以被完全还原的问题。
历史学家们喜欢在故纸堆中抽丝剥茧，寻根溯源，用文字为我们演绎出时间长河中一座城市的变迁史
。
但对于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字终究是无法真实再现一个城市的生活图像的，并且要搜寻这样的文字实
在是一件很劳神的事。
    由此我们不免想起了电影艺术，如果这样一种艺术能在2000年以前出现，那么这个城市的一切就可
以得到真实的呈现，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而伟大的事。
    但在没有影像的年代里，我们终究还是要借助文字来展现她在数千年时光中的足迹，合肥这座城究
竟有过怎样的变迁？
在新的时代里，又有怎样的发硎？
借着“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这样一个美好的时机，我们追溯渊流，梳理其来龙去脉，为你还原千
年合肥的演绎过程。
    一、她的过去——历代建制及历史沿革    先秦时为庐国    公元前21至11世纪，即夏、商时期，全国五
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周边，物产丰饶，适宜居住。
于是，在其周边方圆千里的山野水泽，有巢氏子孙渐渐壮大，由原始部落发展为巢氏方国，因位处南
方，中原人称之为“南巢”。
公元前十六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灭亡，其最高统治者桀被商朝领袖成汤驱逐到南巢，即
今合肥、巢湖一带。
    公元前1066年前后，周灭商。
周武王姬发封土建国，将“南巢”地域析分为“巢”、“庐”两个诸侯国，合肥这地方为“庐国”。
春秋中期，庐国走向解体，先后分解衍生出橐皋(今肥东、巢湖一带)、舒、舒龙、舒庸、舒鸠、舒蓼
等地，史学上称之为“群舒”(今合肥市肥西县、六安市舒城县、巢湖市庐江县、安庆市桐城县一带)
。
后来，巢国、橐皋和“群舒”，为吴、楚二国征服为附庸，直至灭亡。
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其全境地域归属楚国。
国政虽亡，城邑尚存，名称“庐邑”。
    到了战国，秦国在西北强大起来，楚畏其强，不得不迁都东移，于考烈王22年(前241年)择寿春(今寿
县)而踞。
而据《国语》、《初学记》等记载，楚考烈王曾亲自巡视过合肥，见这里人旺物阜，水通陆达，城建
基础优异而十分看好此地，有意迁都于此。
然而“利弊并存”，这些好处也正是列强必争之地，从而成为政治军事上最不安全之所在，楚国君臣
权衡再三，只好放弃，选择以寿春为都城，以庐邑为“陪都”，并疏理“江淮运河”水运，与巢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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橐皋等联通，很快发展成为以寿春为军政中心的经济贸易圈。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而合肥受南北潮(湖)，皮革、鲍、木输会也。
”这也是合肥最早见诸文字的描述。
    秦汉时期设合肥县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吞灭六国，一统天下，实行郡县制，置九江郡，其初郡
治于襄安(今巢湖市无为县境)，“统合肥、居巢、襄安三县”，“庐以列城为合肥县”，县址设在庐
邑(位于今合肥老城区北，一说在西)。
秦之所以置合肥县，并治于庐邑，是考虑到它处于南北中枢位置，物运畅通，商贸发达。
从此，合肥得以复苏，并依赖得天独厚的地理地势和人气物资而再度崛起、兴盛，逐渐成为江淮军政
重镇、交通中枢、商贸中心而为后世历代所重。
    西汉高帝5年(前202年)，沿袭秦朝的建制，续设合肥县，治所在六县(今六安县境内)，不久徙往寿
春(今寿县)。
这期间，合肥的城区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大大繁荣了起来，但是军事政治地位还不是特别突
出。
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审视东南疆域时，就看好江淮，特重合肥，遂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改九江
郡为“合肥侯国”，封功臣扬化将军强侯铿镡为合肥侯，历4世，精心守治百年。
    这一时期，合肥下通居巢，上连寿春，成为物流大埠和商贸中心，并作为江淮都会而名闻天下。
除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城、成都这些全国性的6大都会外，合肥与寿春一起，成为18座地区性
都会之一。
    三国时代为古战场    东汉末年，战乱四起，天下民不聊生，江淮居民也因战乱而大量逃亡，合肥变
得萧条破败起来。
到了三国时期，合肥成为魏吴两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双方在此频频交火，争战达几十年，使得合肥成了名闻遐迩的三国古战场。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又废国设县，治所即在合肥。
曹操慧眼识机，亲遣刘馥为扬州刺史奔赴合肥重整军政，恢复生产，使得百姓安居，市貌繁旺，留下
刘馥“单骑造合肥”、“病亡于政任”的史书记述。
曹操本人也曾四次亲巡合肥，督导城建城防，并派精兵强将驻扎合肥，厉兵秣马长江北岸。
这期间，合肥留下过“张辽大战逍遥津”等诸多佳话。
此后，曹氏子孙及其重臣大将，无不遵照曹操意愿和遗嘱，视合肥为东南重镇、前哨军堡而特加营建
和守护。
    陈寿《三国志》中记载：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曹操去世的第13年，征东将军满宠两次上书向魏
明帝曹睿建议，在合肥旧城西三十里建立一座新城(今三国新城遗址公园)，用于屯驻部队，抗击孙吴
。
合肥新城是曹魏抵御孙吴的一座桥头堡，孙吴曾于公元233年、234年、253年等多次围攻合肥新城，但
“新城”固若金汤，从未失陷，被誉为不败之城。
直到公元280年，三国归晋，合肥新城的军事使命也由此结束。
而合肥也以“三国故地”而名垂史册。
今天，逍遥津、教弩台、斛兵塘、三国新城等名胜遗迹尚存，可以让我们依稀遥想合肥千年古战场的
风貌。
    P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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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要感谢这样一个美好的时机，感谢这个美好的盛事，让我们能借助光与影的脚步，去追溯这座城市的
源流，梳理它的文化脉络！
    《合肥与中国电影》这本书，是借“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这样一个美好的良缘，经历压力和快
乐之后，在近乎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二十天里，确定选题，搜集材料，精心创作，认真编辑⋯⋯最终
得以在电影节开幕式的礼炮声中与四海宾朋和电影友人们同步来到会场！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城市的地方电影史，但我们没有完全限于电影旧事的钩沉，我们希望有
一个更好的呈现。
很显然，电影是一门独特的艺术，一部影片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生活印记，是对一个时代生活风尚的真
实表现，对一个时代里人性的审视与思考。
回顾百年电影，追寻着光与影的足迹，我们希望从《合肥与中国电影》这本书，能窥见新中国60多年
来合肥这座城的生活之变，也能窥见中国电影百年风云的精神回放，折射出伟大祖国成长的足印。
    基于此，本书的写作其实因循两个脉络：一是中国电影史，一是合肥电影志；两者又同时围绕一个
中心主题——生活史，因为电影与生活、与风尚的密不可分，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电影史就是
一部中国人的生活史。
所以，在《中国电影进化史》里，我们能看到百年电影所走过的轮廓，这其中，电影的演进与科技的
进步、文明的进程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中国电影艺术品鉴》一章里，我们又得以窥见中国电影的
演进之路。
至于合肥电影这一块，则更是深挖合肥与中国电影的渊源，解读合肥电影的里里外外，呈现一个城市
的光影旧事和生活记忆。
    从接到任务到确定选题、搜集资料，再到全力创作，时间极为紧张，但参与创作的每一位作者都不
辞劳苦，并以能参与本书的创作作为一个市民的最高荣耀。
这其中，还得到合肥市委、市政府的极大的关注与支持，得到杨增权副市长的亲切指导和勉励。
没有他们的高瞻远瞩和关注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出炉。
    本书在选编文章以及人物时，我们也借鉴了前几届电影节出版的专著。
吸纳其良好的创意，也添加了我们自己的想法，在关注城市地方影史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将视
角扩大到更大的范畴，最终有了这本关乎“光影”与“流年”的《合肥与中国电影》。
    本书在编辑造册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征集到许多有益的资料，我们对其中的部分作品做了一
些必要的删改和加工，有的是出于思想内容上的考虑，有的是出于艺术形式上的考虑，力求使之更加
完美。
但由于人力和水平的限制，加之时间的仓促，材料的欠丰富，难免有不完美之处，故在此恳请广大读
者和书中涉及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亲属)能予以批评、指正和谅解。
    《合肥与中国电影》由合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参加创作的人员有专业作家、资深媒体人、
电影专业人士和影视研究者。
本书的选编工作一直得到安徽省影视家协会、安徽电影制片厂、安徽省影评学会等单位的支持，在此
一并致以谢忱。
    最后，期待《合肥与中国电影》能得到各位朋友的喜爱和认可，更祝愿“金鸡百花电影节”这一盛
事经典恒传，永不谢幕！
    编者    201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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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肥与中国电影(第20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由杨增权主编，这本书是借“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
节”这样一个美好的良缘，经历压力和快乐之后，在近乎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二十天里，确定选题，
搜集材料，精心创作，认真编辑⋯⋯最终得以在电影节开幕式的礼炮声中与四海宾朋和电影友人们同
步来到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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