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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征集老照片
1949 年 至 2002 年

的 郑 州 老 照 片 ，投
稿 见 报 即 可 获 取 价
值 50 元 的 礼 品 。 所
有 见 报 照 片 将 评 选 出
一 等 奖 1 名 、二 等 奖 2
名 、三 等 奖 3 名 ，以 及
幸 运 奖 10 名 ，分 别 奖
励 价 值 1000 元 、500
元 、300 元 及 100 元 的
奖品。

2.有奖问答
本报将从老照片中

挑选图片，设置有奖问
答题。回答问题正确的

读者将有机会获得一份
精美礼品，并参加抽奖
活动。

3.专题故事、散文、
诗歌征集

《光阴的故事》还将
制作一批精良的怀旧专
题，征集专题故事、诗歌、
散文等。

栏目内容征集电话：
0371-67655771

15803831673
征集邮箱:zzwb06@

163.com
栏目商家合作电话：

18638929923 马先生

■
征
集
令

1956 年，年仅 16 岁的
张国源来郑州参加工作，工
作地点就在国棉一厂。

年纪小，对新事物感兴
趣，一周工作 6 天，最盼望
的就是周末，周末最喜欢的
就是去看电影。

“没有柏油路，没有公
交车，大部分是步行，或者
去骑驴。”张国源对这段记

忆特别深刻，还特别写了一
篇文章。张国源说，当时建
设路两边还都是沟，国棉一
厂场区外还都是小树林。
在西郊，当时没有电影院，
看电影开始去厂里工会包
场的二七纪念堂，后来工作
时间久了，有了一点积蓄，
谈恋爱那会儿，拉着恋人去
东方红影剧院看话剧或者

电影。
说电影，其实看的题

材大多数是爱国片，如《渡
江侦察记》，“一个片有时
会连着放，还是看得很有
味道。”张国源说，偶尔也
会改下口味，1956 年放映
了一个讽刺的电影叫《新
局长到来之前》，看得真叫
一个新鲜。

这是60年前的“高大上”

没有柏油路，没有公交车，骑驴去看电影
谈恋爱先去东方红影剧院，再去百货大楼

最火时，东方红凌晨6点开始放映，一直到次日4点，连续22个小时不停歇

看电影，多个影院随便挑；逛街，出了家门就有商场，这对于现在的郑州人来说司空见惯。而在上个世纪50年
代，谈恋爱去东方红影剧院看电影，再去百货大楼逛街，那是相当上档次的事。
因为在当时，百货大楼和东方红影剧院，可是郑州的地标。 郑州晚报记者 张华 刘凌智/文 张翼飞/图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
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
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
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
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
长，生命与告别光阴的故事改变
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
次等待的青春……”

光阴 走 得 很 慢 ，它 仿 佛
静止不前，根本看不到它的
流动，时针与分针一圈圈转
动出了无味。因为年少，总
感觉到时间的漫长，总梦想
一 夜 之 间 长 大 成 人 ，心 怀

“ 成 千 里 ，至 江 海 ”的 壮 志 ，

但 当“ 千 里 和 江 海 ”分 散 成
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时，日
日却弥漫着枯燥与乏味，光
阴是那样难熬。

光阴走得很快，总想双手
紧紧抓住它，让它跑慢点，再
慢点，但它却无情地飞逝，带
走了年少与青春。成年工作，
结婚生子，每天跨着匆忙的脚
步，伴随着这个城市日复一日
的繁荣，为了家庭的幸福勤劳
奔波，其中有辛苦，有甘甜，
有泪水，有笑容，但谁也未能
阻拦光阴的脚步，未能停驻青
春的容颜。

《光阴的故事》报道以来，
许多“年轻”读者产生共鸣，
声称自己出生于上世纪 70、
80 年代，虽然无法提供郑州
的老照片，但也想参加到活动
之中，在《郑州晚报》上晒一
晒自己年轻时的照片，与好友
们一起回忆美好的童年与绚
丽的青春。

自 今 日 起 ，但 凡 您 手 中
保存有与“光阴故事”相关的
青 春 照 片 ，欢 迎 讲 述 提 供 ，

《郑州晚报》将携手读者共同
回忆那段简单、纯洁且难忘
的日子。

2001 年，小曹作为郑
州大学的一名新生，从火
车 站 赶 往 位 于 中 原 路 的
大学时，途中看到了一张

“大胡子”的豫剧脸谱门
头，一下子记住了那个名
字，“东方红影剧院”，觉
得特别新鲜。

这一看，就是10年。
在 2011 年 1 月初被拆

除时，东方红影剧院迎来了
众多前来留影的老市民和

新市民，对“东方红”，郑州
市民有着太多的不舍。

东 方 红 影 剧 院 建 于
1949 年，和 共 和 国 同 龄 。
建成后，影剧院取名为“中
原影剧院”，1952 年改名为

“人民影剧院”，1955 年又
改名为“百花影剧院”，到
了 1969 年，改名为“东方红
影剧院”，这里白天放映电
影，晚上则有戏剧演出，经
久不衰。

1997年，东方红影剧院
最后一次改造前，唯一的一
个放映大厅，能容纳 1400
多名观众，这规模在郑州的
影院里屈指可数。

再向前追溯，东方红影
剧院一直是郑州人看电影
的最佳去处，交通便利、历
史久远，使用的放映机也比
较先进。如此种种，让东方
红影剧院成为老郑州人的
经典记忆。

从 上 世 纪 50 年 代 开
始，话剧、电影成为东方红
主打曲目，和《梨园春》也连
办过一段时间，还有戏曲茶
座。特别是 1982 年，李连
杰主演的《少林寺》刚刚上
映，东方红影剧院每天都顾
客盈门，从早上 6 点放映第
一场，一直到次日凌晨 4 点
放完最后一场，放映机每天
都22个小时连轴转。

到 了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末，郑州影院市场迎来第一

个快速发展阶段，很多大型
企业的俱乐部也搞起影院，
对外营业，那时候，郑州有
大大小小50多家电影院。

1997年，东方红内部改
造，放映厅格局变成了 5 个
厅，最大的大厅，可容纳600
人，其余均是带有包间的小
放映厅，经营勉强可以维持。

2005年以后，外地影院
大鳄抢滩郑州影院市场，东
方红影剧院开始走下坡路，
陷入惨淡经营。

2011 年 3 月，郑州市政
府公布了《第一批城乡优秀
近现代建筑保护规划·中心
城区保护名录》，提出了对
包括郑州东方红影剧院在
内的 32 处老建筑挂牌加以
保护。在这份保护名录中，
郑州东方红影剧院位列第
十名，足可见它在民众心目
中的分量。

惋惜的是，早在公布名
单之前的 2011 年 1 月份，

“东方红”被拆除。

没有公交车，骑着驴去看电影

东方红影剧院是老郑州人看电影的最佳去处

最火时，“东方红”一天只休息两小时

■旧闻新放

■
晒
青
春

本市新建百货大楼自
今日起开始营业。百货大
楼是一座三层楼房建筑，
地址在泰康路中段河南人
民剧院对面。百货大楼营
业面积为800多平方米，陈

列商品共2500多种，可以
同时容纳近1000个顾客。

百货大楼所有商品，
都是按商品性质、互相关
系、商品交易次数多少、顾
客选择时间的长短以及商

品接触面大小，采取连带
陈列法陈列的。每个商品
组都装置了标志牌，以便
顾客识别。在营业时，仍
采用连带上班制和卡片销
售法。

■有奖问答
河南省医学院病房大楼初建成时，曾是郑州最高的建筑物，请问楼房高有几层？

2011年2月，正在拆除的东方红影剧院。

2010年10月，拆除前的东方红影剧院。

《郑州日报》上刊登的关于郑州百货大楼营业的信息

当年，15岁的我是从
巩县乡下招来的，来郑州
之前，从未进过影剧院。
在乡下看过电影和大戏，都
是在逢年过节时的庙会上。

“ 没 有 对 比 不 知 高
低”。走进当时的东方红
影剧院后，真是“刘姥姥
进了大观园”目不暇接，
大开眼界，院内那么多座
椅排得整整齐齐，每个座
椅都编着号，人手一票对
号入座，以礼相让，不争
不抢，看戏的人虽多，秩
序井然。座椅排列前低
后高成坡型，看上去浑然
一体，美观雅致，坐前坐
后谁也挡不住谁。

当时很惊奇地想，城
里人咋这么会想会摆弄，

真会享福。特别是舞台
上几道大布帘子（后来才
知叫幕布）一会拉这个，
一会儿又拉那个。乡下
戏台上出口入口都挂一
个布帘挡着，该出该入一
目了然。城里用这多布，
不浪费吗？我百思不得
其解。私下与我的同乡
议论，城里真好，看戏在
房子里，不怕风吹日晒，
雨雪交加照样演出。

东方红影剧院在我
的心里留下十分美好的
印象。它也成了以后看戏
看电影常去光顾的地方，
它留给我很多很多的美好
回忆。

东方红影剧院在当
时当地很气派，是郑州市

当时的地标性建筑，为郑
州争光不少,曾独领风骚
几十年。影剧院门前常
常人山人海，有时通宵达
旦滚动放映，一票难求，
盛况空前。《红楼梦》再映
时夜里三点的场次，仍然
人满为患。眼下影剧院
要消失了，在道理上有
生有灭，旧去新来，是社
会发展历史必然，谁也
摆脱不了，社会在进步，
事物在变迁，越变越好，
千古使然；在心理上总
有点恋旧，如今它要拆
掉了，身临其境，触景生
情，内心深处总感酸楚，
有生之年难以忘怀。盼
望它新生，它能更美丽，
心愿足矣。 焦金坤

■读者来信

人民影剧院，1955年改名为百花影剧院，1969年改名为东方红影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