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宝通路 449 号的上海电影技术厂，
其原址为中国商务印书局 “活动影戏部”（以
下简称“商务”），也是中国国产电影《天女散
花》拍摄诞生地，这部影片记录了梅兰芳的早
期表演艺术。 之后，电影技术厂又陆续拍摄了
《技击大观》《陆军训练》 等多部黑白无声电
影。

商务拍电影始于 1917 年。 当年有一位美
国人携带了 10 万元的资金和一批电影摄影
器材来到中国，打算在南京开设电影制片厂。
可是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电影厂没办成，钱
却花光了。 走投无路时，他在酒吧里认识了刚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

之子夏筱芳（1927 年任商务经理），谈到了电
影器材要盘出的问题。

夏筱芳留过洋， 知道电影这个行业在中
国大有发展前途。 商务遂出价 2000 元，买下
了美国人的全部摄影器材。 拍电影的事起初
归商务印刷所写真制版部兼办，1918 年成立
了活动影戏部，陈春生任主任，聘请留美学生
叶向荣主持摄影， 导演和基本演员则主要从
商务内部挖掘。1919 年，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来
到中国来拍摄外景，借用活动影戏部的设备，
离华前把带来的一套器材全部转让给了商

务，同年活动影戏部更名为影片部。
这段期间，除“商务”外，先后出现的电影

制片机构还包括由美商投资的 “亚细亚”“幻
仙”“中国”“上海”“新亚”等电影制作公司，由
于他们的成员多数来自戏剧舞台， 所以当时
的电影题材和内容大部分取材于中国戏曲和

文明戏。 此外，这些电影公司还尝试拍摄剧情
短片和长片。

1920 年初夏，梅兰芳带剧团到上海演出。
有一天， 商务经理李拔可约请梅兰芳到福建
菜馆“小有天”吃饭，席间他告诉梅兰芳商务

想请他拍电影，梅兰芳听之后很高兴，欣然应
允，因为他正想把自己的舞台艺术搬上银幕。
后来双方商定拍两部戏，一部是情节热闹、场
子较多的《天女散花》，另一部是身段表情较
多又能展现中国风俗的《春香闹学》。

此后一段时间， 梅兰芳白天在商务拍电
影，晚上在戏院演戏，《春香闹学》的大部分镜
头就是在商务影片部的大玻璃棚内拍摄的，
《天女散花》则是在戏院舞台上拍摄的。 这两
部片子虽然都是无声片， 唱词对白采用字幕
插入方式， 但在当时已算是用电影表现戏曲
艺术的代表作品了，在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
上映后很受观众赞誉，而且发行到了海外，在
南洋一带也颇受侨胞的欢迎。

商务拍的第一部故事片是 《得头彩》，以
后陆续拍过 《孝女羹》《荒山得金》《莲花落》
《大义灭亲》《好兄弟》等影片。 此外，随着业务
的不断扩大，商务影片部还对外承接代拍、代
洗、代印及出租设备的业务，我国电影业早期
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二片都是
由商务代拍的。

商务拍电影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 即新
闻、风景、教育、戏曲和故事片。 最早的新闻
短片有 《商务印书馆放工 》《上海焚毁存土
（鸦片）》《欧战祝胜游行》等。1921 年 6 月，第
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商务
影片部在现场拍摄了入场式、各项运动决赛
及女学生体操和童子军操等， 共拍了 3 卷，
开创了中国新闻纪录片的先河。 风景片主要
拍名胜古迹，有《南京风景》《长江名胜 》《西
湖风景》等。 教育片拍摄较多，大多是为了配
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拍摄，内容与商务
出版的教科书相呼应，有 《盲童教育 》《驱灭
蚊蝇》《养蚕》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商务除了拍摄上面提到

的五类影片外，还拍过动画片和广告片。 1919
年，商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为了
推销产品， 商务请美术编辑万籁鸣等制作了
一部短本动画广告片 《舒震东华文打字机》，
此片的制作成功， 在中国电影史和广告史上
都是开创性的。 此后，万籁鸣在美术动画片领
域颇有造诣，被称为“中国动画片之父”，我们
大家所熟悉的美术动画片《大闹天宫》和《哪
吒闹海》就是万籁鸣编导制作的。

1926 年，商务影片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
司”独立经营，但随着电影业的发展，竞争日
趋激烈，国光影片公司因资本和市场都不大，
且缺少编导人员 ， 于 1927 年底宣告结束 。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严重毁坏了
中国众多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院， 战争使得
中国电影工业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也给广
大电影工作者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商
务一共拍了多少部影片， 现已没有资料作出
准确统计。 遗憾的是，所有的影片资料都被日
军飞机炸毁于仓库中，没有被保存下来。

抗战胜利后， 电影技术厂原址被国民党
中央宣传部接收，易名为“中央电影摄影场”。
此时，中国电影出现了新的阶段性变化，电影
生产格局进行了重新调整。 随着战时到大后
方或香港的大部分电影从业人员相继回归上

海，加上原来一直留守上海的一部分，上海便
再度成为电影从业人员的聚集中心。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 中央电影局根据
党中央的指示，委任于伶、钟敬之负责接管上
海电影方面的工作。 同年 11 月 16 日，上海电
影制片厂正式成立， 先后易名为上海电影制
片厂制作处、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上海电影技
术厂。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宝通路上的上海电
影技术厂， 为中国电影留下了多部优秀的电
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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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社区晨报》是一份覆盖宝山路
街道的属地化报纸，说的全是“自家门口
这点事”，涵盖衣食住行、生活服务全方
位的信息。每月 1 期，送达宝山社区的家
家户户。 目前，静安区域已有静安寺、南
京西路、曹家渡、江宁路、石门二路、大
宁、临汾、彭浦新村、宝山路、天目西、芷
江西共 11 份社区晨报。

宝山社区的阿姨爷叔们， 如果您喜
欢我们的报纸，平时又有写诗歌散文，画
画和写书法的习惯， 欢迎大家积极踊跃
向《宝山社区晨报》投稿！

来稿请寄：
徐汇区龙华路 1887 号 3 楼，宝山社

区晨报（收）

投稿邮箱：
zhujie@sqcbmedia.com

投稿热线：
021-61155946

联系我们

上海电影技术厂的前世今生
文 黄君平（新汉兴居民区）

城中绿荫
绘画 俞如春（新宝通居民区）

岭上白云图
绘画 余仲明（新宝通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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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一刻， 但能使
我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的事， 就只有
五年级竞选大队委员公布票数的那一刹

那了。当天吴老师公布了一条消息：今天
将进行大队委员竞选， 参与投票的人必
须公平、公正……听完这个消息，我们班
立马有人讨论了起来：我们选郜思哲吧！
不选就和你绝交；我们选杨欣煜吧！她以
前那么积极帮助我们学习， 我们可不能
忘恩负义呀！

我听了这些话， 觉得自己肯定没希
望被选上了，不是郜思哲就是杨欣煜。没
想到经过前两轮的投票，我，郜思哲和杨
欣煜进入第三轮。第三轮投票结束了，老
师开始公布结果。此时的我，手心里全是
汗，内心忐忑不安，十分紧张，觉得一秒
钟都是十分漫长的。

这时， 我集中注意力仔细听一听投
票情况： 老师让投我的人， 在纸上写上
“吴方圆”并画一个圈，不投我的人不要
画圈。这时，我内心好像有一头小鹿在不
停地乱撞，“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我偷
瞄了其他人，发现大家都画了圈，这使我
的内心也好受了一点， 即使输也不要输
的这么难看。 最终，我竟然竞选成功了，
全班人都在为我鼓掌，我摸了一下衣服，
发现里面一件竟然全部都湿透了， 刚开
始在眼眶里伤心的泪珠变成了开心的泪

水，我也舒了一口气。 哎！ 从紧张到难过
再到平稳，最后到激动的那一刻，怎么不
让我记忆犹新呢？

这件事，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使
我感觉我这一生都忘不掉了。

难忘的一刻
文 吴方圆（止园路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