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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电影影响了一生的放映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娱乐生活极其匮乏的偏僻农村，没
有什么能比看一场露天电影更令人兴奋的了。宁波市新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经理唐士军，当年就是一个“送电影”下乡
的明星级放映员。

“一部电影的精神力量，真的能改变人的一生。”1961年出生
的唐士军，就是被电影影响了一生的人。从1981年参加电影放映
工作至今，他在宁波的农村电影放映事业上耕耘了37年之久。“我
是奉化人，露天电影是我小时候看世界的第一个窗口。为了看上
一场电影，翻墙头、人挤人的事情可没少干。”说起当年看过的电
影《小兵张嘎》《黄继光》《董存瑞》，他的嘴角不由露出笑意，“光是
听到‘为了胜利，冲啊’这句台词，就足够让我热血沸腾了。”

出于对电影的痴迷，1978年，他在填报志愿时不假思索地
填上了浙江省电影学校。这年秋天，唐士军以奉化县中专考试
第二名的成绩被浙江省电影学校录取。

讲述人

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经理
唐士军

一头扎进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2006年7月10日，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农村
电影放映工程”，由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控股
的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成立，唐
士军成了公司经理。他一头扎进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就是由国家财政补贴，让
农民免费看电影。”作为全国16个“农村电影放映
工程”试点城市之一，宁波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一
直走在全国前列。唐士军说，这几年，在农村放映
的商业电影，很多都是从城市院线下片2个月以内
的电影。“2009年开始，宁波市出台了商业影片节
目场次补贴政策，即流动放映队向国家广电总局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订购成本更高的商业影
片，能拿到资金补贴。这一政策，让更多的商业大
片走进了农村。”

他透露，今年他们将承担全市2.8万场年度放
映任务的供片发行，其中农村电影2.2万场，公益
电影放映基地6000场。他说：“这都是农民兄弟能
实实在在享受到的福利。”

记者 庞锦燕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激情燃烧的农村放映岁月

完成三年的电影放映技术专业学习后，20岁的唐士军被
分配到当时的奉化县电影公司。

一开始，他在奉化莼湖地区走村串乡，专门从事农村电影放
映工作。按理说，在农村放映电影是个苦差事，交通不便不说，还
要带着笨重的设备，不停地换地方。可唐士军从不这么看，“乡亲
们可尊重电影放映员了，我们到了村里他们就像接待明星一样。
设备有人帮着挑，幕布也有人帮着拉，而且一天三餐，天天拉着我
们上他们家吃饭。”这种扑面而来的人情味，让他怀念至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是农民难得接触到的现代文艺。
唐士军回忆说，“只要把幕布往晒谷场、学校操场一拉，四面八方
的村民就都赶过来了。现场人山人海，一眼都望不到边。”有的
村民为了看电影能走上十几里的路，“那时候电影实在太稀缺，
有的乡亲看了还想看，还会跟着转场看好几遍。”放映队当年用
的是16米流动式电影放映机，每隔20分钟要换一次拷贝。不
过，让唐士军啧啧称奇的是：“换拷贝的时候，全场静悄悄的，没
有一个人说话。”

放在过去，农村电影放映员可是肩负政治任务的小型宣传
队。作为最先进的宣传工具，农村电影放映员需配合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在电影放映前做些宣教工作。唐士军说：“农村电影
放映员的脑袋都挺灵光，有些动脑筋把党政方针编进快板，有些
直接把宣教内容制作成幻灯片。”他记得，有放映员后来辞职下
海，成了富甲一方的大企业家。

有人赶30里路只为一张电影票

1982年2月，动作电影《少林寺》的出现犹如平地一声惊雷，
震惊了影坛。城里的居民纷纷前往电影院排队买票；后来消息
传到乡下，乡亲们也奔走相告。此时，唐士军已调到了奉化溪口
公社大礼堂。《少林寺》一火，他忙得脚不离地，“一天放到晚，饭
都顾不上吃。”光是《少林寺》这一部电影，他一个人就放映了
90多场。

在唐士军的印象中，《少林寺》《神秘的大佛》都是当年的爆
款电影。“刘晓庆饰演的《神秘的大佛》也很火，我放了59场，记
得几十里外的老百姓都抢着过来看。”他记得，有几个来自奉化
汪家村的农民兄弟，赶了30里路来到城里，买不到票又不甘心
回去，索性在城里连续住了两个晚上。唐士军动了恻隐之心，把
自己的员工票匀给了他们，让他们终于在第三个晚上看上了电
影。“本来这几张票是留给亲戚的，我劝他们放弃，把票让给农民
兄弟。”他说。

转型影院经营和发行

虽说只是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但唐士军
的人气和社会地位在当时高到难以想象。他笑着
举例说：“奉化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我都认识；
下班后，总有姑娘想和我搭讪；走进饭馆吃饭，老
板不收饭钱。”

1991年，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唐士军调到了
奉化县电影院，成了影院经理。其间，他的经营和
管理才能开始显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电影的热度再也比不
上80年代。作为影院经理，他挖空心思，运用各
种营销手段吸引客源。“第一招是自制广告牌。
1993年《唐伯虎点秋香》上映前，我找来一辆面
包车，叫单位的美工画了三幅宣传广告挂在车
上，车顶上还放个高音喇叭，在影院前吆喝。”这
样的电影宣传方式，普通老百姓可是闻所未闻。

“应该是浙江省内的首创了，事实证明确实起了
宣传效果，后来《唐伯虎点秋香》卖了8万多元票
房。”1994年，他还把美国世界杯的直播搬上电
影院的大银幕。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全国首创。

“说白了，营销就是要结合市场动脑筋。我在半
夜直播的世界杯之前，先放上5部电影，再在中
间穿插上有奖竞猜活动。当时火爆得不得了，一
场就能卖2万多元，就连影院门口的小吃店也跟着
火了一把。”

随后，唐士军先后担任了奉化电影公司副经
理、奉化电影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2003年，他
被调到宁波电影有限责任公司，任宁波联和影业
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主管电影的发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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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宁波民光电影院的老票据。
②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电影

院。
③现在的宁波影都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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