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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明

踏着新中国解放的鼓点，他随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驻银川，开启了在
宁夏电影事业的人生。从参与筹建宁夏省
人民电影院，到成立宁夏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到成立宁夏电影制片厂，他不仅是宁夏
电影事业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宁夏电影事业
的先行者、开拓者。一辈子废寝忘食，是为
了满足别人的精神生活，他总是儒雅谦恭，
真诚的微笑中散发着长者的气度和风范。

李庆跃生于 1932年，籍贯河北，1949年
8月参军，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任宁夏电影制片
厂厂长、宁夏新闻图片社主编、宁夏摄影家
协会主席，是国家一级摄影师，为宁夏电影
事业付出了一生心血。“1949年 9月 23日，
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驻银
川。当时，我是第十九兵团电影队的一名放
映员，进城后电影队遵照军管会的命令，接
管了宁夏三晋会馆电影院（现金凤凰影院所
在地），接收了民国政府的全部放映设备，其
中有 3台 16毫米无声放映机、2台直流发电
机和20多部无声影片。”李庆跃老人回忆说。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当时，宁夏省要筹建人民电影院，亟需
专业人才，电影作为党的宣传思想领域的
重要阵地，部队领导决定让李庆跃留在宁
夏配合当地做好建设工作。新筹建的影院
是在三晋会馆电影院基础上修缮的，当时
的三晋会馆破旧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门窗
四处透风、室内布满蜘蛛网和老鼠洞。在
院长张志德的带领下，大家拆除了庙式门
楼，砌砖涂泥、堵洞洁壁……军管会专门调
拨了两匹黑布、两立方米木料用来整修门
窗、缝制帘幕。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挡不
住电影院职工们的满腔热情，大家天天一
身土、一身汗，从早忙到晚，每个人都很兴
奋。经过 20多天的忙碌，电影院终于初具
规模。1949年 10月 25日，宁夏省人民电影
院正式建成。人民电影院上映的第一部故
事片是《王宝钏》，黑白片，票价 0.15元，连
续放映的十多天几乎场场爆满。从 1951年
开始，人民电影院陆续放映了《白毛女》《钢
铁英雄》《农家乐》《团结起来到明天》等 18
部国产故事片。

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各项建设事业都迈向崭新的阶段，电影

事业也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宁夏先后
成立了宁夏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宁夏电
影制片厂、宁夏电影机械修配厂、宁夏电
影放映人员训练班，这些举措极大促进
了宁夏电影事业的发展。经过几年努
力，宁夏电影事业基本上形成包含制片、
发行、放映、培训、修配的完整体系。全
区电影放映单位也由原来的人民电影院
1家逐步发展到 13家。

说到宁夏电影，李庆跃谈及更多的还
是亲自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龙
种》。拍摄张贤亮小说《牧马人》而大获成
功的谢晋导演，原本将张贤亮小说《龙
种》也列入拍摄计划，为此还特地来宁夏
与张贤亮接洽此事。李庆跃听闻后，立即
找到自治区党委分管宣传的领导全力争
取，最终从张贤亮处取得这部小说的电影
制作权。1983年 7月 17日清晨，《龙种》在
银川玉皇阁开机，从未见过电影拍摄场面
的银川百姓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了呢。不
到两个月，《龙种》杀青，由文化部电影局批
准于 12月 16日面向全国发行。发行之前，
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了题为《宁夏电影制

片厂摄制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龙种》即将同
观众见面》的消息。新华社为一部故事片
专发消息，这在当时，唯有宁夏电影制片厂
获此殊荣。1984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
《龙种》在银川首次公映。银川 6家影剧院
5天放映 169场，观众达 22万人次，观看此
片人数为当时银川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谓
盛况空前。上世纪 80年代，中国电影实行
的是中国电影总公司“统购包销”制度，由
于影片题材丰富、摄制精良，中国电影总公
司出资 55万元购买此片永久版权。“除去
35万元的拍片投资，《龙种》在上世纪 80年
代就赚了 20万元，可以说是宁夏第一部赚
钱的电影。”李庆跃说。

李庆跃说，宁夏电影发展很不容易，经
历了创业之初的艰辛、跋山涉水的磨难，也有
苦心钻研的创造，他们这代人不仅是宁夏电
影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开拓者。李庆跃老人
思维敏捷、谈吐清晰，对自己从事电影业的
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倾听这位老电影人的
倾情讲述，他们的电影故事、时代情怀，让我
们从电影的视角看到了社会变迁。

（摘自《守望新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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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海德在宁夏同心县改名并参加红军，
已为大多数人了解和公认，但在有些影视作
品中还语焉不详，甚至只字不提马海德在同
心的这段历史。本着尊重历史、尊重马海德
的原则，现就马海德在同心的几个核心问题
再作一次简要论述，以飨读者。

概述

1936 年 6 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美国
医生乔治·海德姆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一同秘密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到陕北保安县
（今志丹县），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
领导后，他俩仍然一同结伴，在红军小分队
的护送下又来到西征前线宁夏豫旺堡（今同
心县预旺镇），这里是彭德怀的西征总指挥
部所在地。

海德姆和斯诺的到来，受到当地军民
的热烈欢迎。西征总指挥部在豫旺堡南
塬召开了盛大的欢迎联欢大会，“热烈欢
迎美国朋友”的横幅醒目地挂在临时搭建
的主席台上方，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
臻、陈赓、杨得志、聂鹤亭等西征将领出席
大会，战士们表演了劈刀、射击、马术等战
术。海德姆用刚学会的“同志们好”向大
家致意，斯诺发表了支持中国革命的演
讲。驻扎在毛居井的红四师，派政工科科
长卢仁灿送来两匹上好的战马和慰问信
给两位美国朋友。

在豫旺地区，人们常常看到海德姆和

钱信忠、戴正启挑着两个白铁皮桶子的“流动
医院”走村串户，为民治病，治好了不少疑难
杂症，深得群众爱戴。在与群众广泛接触中，
他发现回族多数人都姓马，于是决定自己也
要姓马，改名马海德并加入中国红军。

和他同来的斯诺在同心地区采访结束，
返回保安又回到北平，继续他的记者生涯，而
马海德却在同心留下来参加了中国革命，直
到红军集结山城堡，他参加战地救护时才离
开同心地区，在同心工作战斗长达 4个月。

关于改名

马海德的改名经过，是他亲口告诉同心
县党史工作者的。1986年，同心县举办“红军
长征胜利暨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
立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派王克林、杨文元进
京调查相关党史资料，经程子华帮助联系，找
到了当年和斯诺一块儿到同心地区的马海
德。因为在这之前，听当地老年人讲，红军西
征时来过两名外国人，一名是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在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也明
确记载了他到“宁夏豫旺县”前线访问，但另一
个人是谁？却在书中只字未提，更没有图像。
采访马海德时才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那
是我特意关照的，我要求斯诺在采访记录中
删去所有有关我的文字和图片。因为我已决
定参加中国革命，一是当时的形势还不便公
开我这个外国人的去向，二是斯诺报道的是
英勇善战的长征红军，我这个刚入伍的新兵

也没什么可写的。”
马海德美国名字叫乔治·海德姆，祖籍

黎巴嫩，他的家族是黎巴嫩执政党长枪党一
族。马海德虽然出生在美国纽约的布法罗，
但父母都是移民美国不久的黎巴嫩人，他的
大学也是在黎巴嫩上的医学院，黎巴嫩大学
毕业后又到瑞士日内瓦攻读医学博士。海
德姆在同心地区施展高超的医术为军民治
病。彭德怀特意指示海德姆帮助十五军团
发动群众，做回民工作，筹备建立豫海县回
民自治政府。

马海德回忆当年在豫旺县的这段工作
时，突然提高声音愉快地说：“我现在的名字，
还是在你们那里改的！”马海德说，作为红军
医生，他和老百姓的关系十分融洽，在广泛接
触中，他惊奇的发现这里回民多数人都姓马，
他就决定也要姓马，在美国名字海德姆中保
留海德两字，改名马海德。

他在豫旺参加红军的要求，得到了彭德
怀司令员的批准，从此，在红一方面军的西征
战斗序列表中有了一个新的红色战士的名字
——马海德，而且一直沿用终生。

关于时间

马海德在同心地区战斗工作了多长时
间？也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有两点是统一
的，是肯定的，其一是马海德来同心是跟斯诺
同时来的；其二是离开同心是随红军主力一
块儿撤离并参加了山城堡战斗的救护工作。

肯定了这两点，马海德在同心地区战斗工作
的时间也就好推算了。

先说到来的时间。斯诺和马海德到达豫
旺堡一直没找到准确的日期，大多数记述都
是 1936年 8月。

关于斯诺和马海德离开保安前往豫旺
堡的时间 ,有资料记录是 7 月 9 日，以此推
算，他们到达豫旺堡的时间应该在 7 月下旬
或 8 月初，因为 200 公里左右的路程他们不
可能走 20 多天。他们来豫旺，走的基本是
红一军团西征的路线，我们从红一军团到豫
旺所耗的时间段，可以推断出马海德到豫旺
的时间。

中央军革委 5月 18日发布西征命令，红
一军团 19 日出征，12 天后，也就是 6 月 1 日
攻占环县曲子镇，又经过阜城、麻岭战斗后，于
6月 7日进驻豫旺堡。也就是说红一军团西
征从吴起出征，包括数次作战到豫旺堡仅
用了 19 天，而斯诺和马海德是直接赶路，
所以他们不可能走 20 多天。虽然他们从保
安路过吴起还逗留了几天，但仅仅是 3 天。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第七篇《去前线的路
上》明确记载：“我在去前线的途上，离保安
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的路程后，停下来在吴
起镇访问了一下。我在吴起镇待了 3 天。”
他在第八篇的另一章《“真正的”红军》中记
载：“在甘肃和宁夏的山间和平原上骑马步
行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终于来到豫旺堡，那
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那时

候是红军一方面军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
部所在地。”

斯诺和马海德 7月 9日离开保安，途中在
吴起逗留了 3天，其余都是直接赶路。对照红
一军团从吴起到豫旺堡的时间段，由此推算，
他俩 8月初到达豫旺堡是准确的。

再说离开的时间。9月 7日，斯诺在同心
吊堡子准备离开同心返回保安，仍经西安回
到北平。而马海德却选择了留下来，参加中
国革命。两名结伴而来美国人，一去一留，就
此分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再次相见。

1936月 11月 12日晚上，马海德随红军主
力撤出同心城，撤往豫旺县城下马关（今同心
县下马关镇）。15日撤出下马关，17日打了萌
城阻击战，21日至 22日打了山城堡歼灭战。

所以，马海德从 8月初和斯诺一块到豫旺
堡，直到 11月 15日从下马关撤离，在同心地
区活动达4个月之久。在投身中国革命的这4个
月中，树立和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在离开同心的 3个月之后，1937年 2月在延安
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海德从 23岁踏上中国土地，到 78岁逝
世，半个多世纪奋斗在中国。从上海到陕北；
从陕北保安到宁夏同心；从延安到西柏坡；从
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从十年浩劫到改革开放，
他亲历了中国的风起云涌。把自己最好的年
华乃至生命的全部献给了中国，献给了他热
爱的医疗事业，献给了几十万麻疯病病人。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样一个人：祖籍黎巴
嫩,出生在美国。学业完成于日内瓦，真诚服
务于陕甘宁。他放弃了原有的美利坚和众国
国籍,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他成长在资本主义国家，却在共产主义
旗帜下取得辉煌！

（作者系红军西征纪念馆馆员）

马海德在宁夏同心
买晓仙

解放前，宁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
放后，一方面立足自身,大力发展工业，另一
方面，国家也从外省迁移工厂和技本人员、
工人支援宁夏工业：宁夏煤炭工业基地的建
设就得到了国家和其他省份的大力支持，调
配了大量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和设备进
入宁夏，支援宁夏煤炭工业发展。20世纪
60年代中期因为“三线”建设而迁移到宁夏
的众多工厂和随迁的大量技术人员、工人，为
宁夏工业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宁夏煤炭工业发
展过程中的移民情况。

1956 年 1 月，煤炭部决定成立石嘴山
煤矿筹建处，大规模开发石嘴山煤炭资
源。到 1957年年底，先后从西安煤矿基本
建设局土建队、铜川工程处、北京基建总
局、峰峰矿务局、山东泰安以及银川等地区
调入职工近千人。1958年矿区基本建设全
面展开，按照劳动计划，又从铜川、山丹、兰
州、徐州、大同等地区调入建井工人 1720人，
其他地区调入 311人，河北招工 2600人，就
地招工 2922人（大部分也是外地人），年末
职工总数达 9066 人。1959 年至 1961 年接
受转业军人 152人，外省招收 340人，就地
招收 1133 人 (多数为外省区自愿来宁人
员)。到 1961年末，石嘴山矿务局共有职工
13718人。到 1964年底，石嘴山矿区的职工
队伍已经是一个两万人的煤炭生产和建设
群体。这是一支不分来历、不讲地区、团结
一致、共同建设矿区的强大队伍。这支队伍
大多数为外省人。

从 1994 年出版的《石嘴山煤矿志》人
物简介中所介绍的石嘴山矿务局局级领导
干部的籍贯来看，全部为外省人。从此书
所载的石嘴山矿务局第一任负责人孙昶的

回忆录中，也可以了解到外地移民对宁夏
煤炭工业的贡献。

又据《石嘴山市志》记载：根据不完全
统计，1956年至 1957年，市境接受成建制调
入的外省职工 22000余人（不包括随迁家属
和分散前来的职工和亲属）。部分企业的
老职工及家属来自外省同一地区甚至同一
工厂的现象突出。如石炭井矿务局一矿老
职工主要来自本溪；二、三矿主要来自鹤
岗、双鸭山；白芨沟矿主要来自甘肃山丹；
大峰矿主要来自抚顺；乌兰矿主要来自阜
新。由于矿区布局分散，在较长的历史时
期内形成了一些方言、生活习惯方面明显
区别于周边地区的“外省人文小区”，形成
石嘴山市鲜明的地方特色。

除煤炭工业的大量移民外，20世纪50年
代和 60年代初期，国家也在其他工业领域
给宁夏调配了许多干部、技术人员和工
人，有些工厂甚至整体迁移到宁夏。1956年，
上海福康制毡厂由上海市迁到宁夏银川
市，并入银川毛纺织厂，为银川毛纺织厂
制毡车间，1980年制毡车间从银川毛纺织
厂分出，成立银川制毡厂。上世纪 80年代
中期有职工 280 余人，迁移时有多少职工
随迁不详。银川市红旗服装厂于 1958 年
由南京迁到银川，当时有职工 150 人和几
十台脚踏缝纫机，以批量生产各式男女服
装为主。1959年 1月 11日，《宁夏日报》报
道，由上海、南京等地迁来支援宁夏建设的
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
木器厂等 15个工厂，短期内纷纷投产，产品
上市；1959年，国家农垦部从北大荒军垦部
队抽调干部 120多人，与宁夏合建银川磷肥
厂；1959年 12月 23日，由辽宁省沈阳河区橡
胶二厂迁建的银川橡胶厂建成试产。

支宁老电影人李庆跃的故事
韩胜利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8
1959
1964

1965

1965

1966-1970

1966-1971
1967

来自地区、厂矿

陕西铜川 131、132队
山西大同煤矿

山西煤管局

铜川矿务局

黑龙江哈尔滨煤管局

东北第二基建局

甘肃阿干镇煤矿

江苏徐州基建局

河北沧州、保定专区

上海杨浦区烈军属加工厂、贫
民自救社

天津红桥区回民玻璃厂

河北冶金局，天津冶金局，鞍山、
本溪、太原、湘潭钢铁公司

甘肃山丹矿务局

双鸭山矿务局建设公司

吉林第二十一工程处

北京有色冶金总院439室、包头钢
铁公司、张家口企业

张家口煤机厂（包建）

淮南煤机厂（包建）

抚顺煤矿电机厂（包建）

辽宁瓦房店轴承厂（包建）

黑龙江鸡西矿物局滴道洗煤厂

人数（人）

580
2000
1000
2000
30
300
1000
3000
3600
250
89
565
5600
不详

147
600多
500多
200多
784

200多

分配（组建）单位

石嘴山 146煤田勘探队

石嘴山矿务局

惠农县螺丝厂

石嘴山玻璃厂

石嘴山金属制品厂
（现宁夏钢铁厂）

石嘴山、石炭井矿务局

煤炭部第 81工程处

煤炭部第 21工程处

宁夏有色金属炼厂及研究

西北煤机一厂

西北煤机一厂

西北煤机一厂

西北轴承厂

大武口洗煤厂

石嘴山部分厂矿企业有组织调入职工情况表

岁月流逝，江河奔涌，人类在蹒跚
中步入了“少年时代”。大致距今 5000年
左右，宁夏平原地区和南部山地出现了
不同的原始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
反映了当时原始居民在经济生活中的
差异以及前后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

作为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
代文化一种类型的“细石器文化”，经过
考古工作者 30 年来的发掘整理，在宁
夏黄河沿岸各县、市及盐池县等地均有
重要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有近 30 处
新石器文化遗址。其中以陶乐县高仁
镇、察罕埂，贺兰县暖泉村，中宁县风塘
子沟，中卫县长流水、孟家湾的遗存较
为重要。这类遗存，大都分布在沙丘或
半沙丘地区，由于风力侵蚀，已很难找
到原生地层。在遗存中发现的大型石
器有石斧、石（石加奔）、石磨盘，小型
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箭镞。石器
的制作方法主要用“间接压制”方法制
成各种细小石器。在这类遗存的石器
中往往伴同陶器碎片出土。陶片有细
泥纹陶、泥制红陶、夹砂纹褐陶等。这
时，原始居民已能修筑单间结构的住
室，室内有一圆形火膛和一个保存火种
的陶罐，用于饮煮食物和御寒。这种建
筑形式，可能正适合于人类婚姻形态上
的对偶制家庭。从文化层堆积甚薄和
缺少大型农业工具的情况分析，这时居
民虽已定居，但只是短暂的，其基本经
济形态仍然是半农半牧的游牧生活。
宁夏南部的黄土高原，孕育了我国最早
的原始农业居民。近年来，在隆德、西
吉、固原、海源各地区陆续发现了属于

“石岭下”、“马家窑”“半山”类型的彩
陶和其他遗物。这些彩陶的发现，证明
宁夏南部自公元前 3800年左右到公元
前 2300左右，前后有“马家窑文化”“石
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
型三个完整系列。1985年，在海源县菜
园乡发现和发掘的墓葬群，则是晚于上
述文化的原始居民的氏族公共墓地。
从初步发掘的情况看，这时盛行单人
葬，排列比较密集，均为长方形竖穴墓
坑。尚无葬具，随葬品均是陶器。陶器
中有少量彩陶罐，饰横向平行条纹，器
形、花纹和甘、青地区氏族社会晚期的

“半山”类型陶器近似。单色陶器中的
双耳小罐与甘、青地区氏族社会晚期的

“齐家文化”陶器接近。这为甘青地区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线索。

晚于上述原始文化的“常山下层
文化”，广泛分布于固原、西吉、隆德等
地区。这类文化遗存的居民，已过着
定居的农业生活。在固原店河遗址发
现有圆形或方形圆角的半地空式居
址。从墓葬发掘中发现，一号墓葬陶
器达 30 余件，还有串珠、纺轮、绿松石
坠饰和带齿槽的骨片等大量随葬品；
而在同一墓地的另一座墓葬中、除在
填土中有一夹砂粗陶罐外，只有一件
石斧。同一氏族成员在死后随葬品数
量出现如此悬殊和差异，反映出氏族
社会走向解体。

从宁夏南部考古发掘中，可以了解
到人类新石器时代的大致轮廓，对于
了解周部族起源之谜将提供许多宝贵
资料。 （据新华网）

新石器时代的
宁夏山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