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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方

“北陵电影院”的前世今生

而今年过四旬的沈阳住户，都知道地处皇姑区黑龙江街的“北陵电影院”。
这座年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老电影院前身曾是审判日伪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
那些杀人恶魔曾于此认罪伏法；这座老电影院还播放过千余部国内外优秀电影，
太多的老沈阳人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人生记忆。

摆渡辽河

据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
建学先生介绍，北陵电影院的前身是中
国科学院东北分院俱乐部，于 1954 年建
成，“那时候很多苏联专家和国内的科学
家、学者等在这里休闲、娱乐。”王建学
说。

1956年，这个俱乐部被征用了，作为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1950年
被引渡到中国的近千名日伪战犯。当时
的中国没有高水准的国际审判团队，就
聘请了梅汝璈大法官，因为他是当时中
国唯一一位参加东京审判的大法官。二
战结束后，欧洲有纽伦堡审判、亚洲有东
京审判、中国国民政府有南京审判，沈阳
这个特别法庭援引了当时国际上通用的
战争法令。

从 1955 年开始，审判团队培训了整
整一年，被培训者包括厅长、书记官、审
判长、公诉人、辩护律师等。1956年 6月
9日上午八时正式开庭，由公诉人宣读战
犯的罪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受苦受难的
证人，在此作证。

这个时候，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
理所经过了六年的改造，他们的思想有
了很大的改变，逐渐从一个杀人如麻的
禽兽，恢复成一个有良知的人，当庭审证
人举出他们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时，他们都流露出深深的忏悔。如日本
旧陆军的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这个人
曾亲自指挥、参加了“无人区”的制造，铃
木启久供述道，他曾用刺刀剖开了孕妇
的肚子，把婴儿摔死在地上。犯下这种
罪恶的人，可以说是毫无人性、铁石心
肠，但是经过六年的改造，这个杀人恶魔
伏地认罪。有一个来自河北唐山的证
人，他一家十二口被铃木启久所率部队
残害的仅剩六人，当这个证人在庭上指
控铃木启久时，这个日本战犯扑通一下
跪倒在地，放声痛哭，对所犯罪行供认不
讳，为此深表忏悔。又如战犯岛村三郎
也突然跪在地上说：“我对中国人民犯有
滔天大罪，中国人民就算把我劈成八瓣
也不能解决愤怒的心情，我愿意接受中
国人民对我最严厉的惩罚……”

当时我国采取的政策是：一个都不
杀，也不判无期徒刑。小军官一千多人
免于起诉，改造完之后就释放回国；乙级
战犯 36名，只判有期徒刑。并且刑期是
从 1945 年 8 月开始计算，到了 1956 年公
审这年，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最后一批战
犯被遣送回国是在 1964 年，公审日本战
犯一事就整个处理完毕。王建学表示，
沈阳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地，日本侵
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对日本战犯的
最终审判也在沈阳，“我们绝不能忘记耻
辱，但更不能忘记赢得民族尊严的地方，
日本战犯的最终认罪，才为整个二战的
结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次审判所援引的国际法，成为中
国审判战犯的法律基础。最重要的是，
在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庭上，像东条
英机这样的战犯，至死并没有认罪，他说
战争失败了我负责，但作为个人，我不为
我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有什么忏悔。
而沈阳这次审判，36 名日本乙级战犯全
部认罪伏法、改过自新。

这些战犯回国后，有感于中国人民
对他们的宽大处理，忏悔于自己所犯的
罪行，他们自发地成立了一个组织：旧军
人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也
称“中归协”。这个“中归协”一直致力于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如中日建交等重
大事件，他们都积极参与，并起到了相应
的重要作用。

从1956年到2002年，在长达46年
的时间中，北陵电影院奉献了多达上
千部的国内外电影，影响了至少两代
沈阳人，成为他（她）们心中永生难忘
的流金记忆。

北陵电影院的常客、而今年过七
旬的老影迷韩宝华回忆说，那时来北
陵电影院看片，简直是一种享受，每当
最新的电影海报贴出来，大家就牵肠
挂肚，盼着一睹为快，那时的电影票便
宜，就一两毛钱，工薪家庭也看得起。

韩宝华掰着手指列举道，北陵电
影院放映过的战争题材电影有：《智取
威虎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

《飞夺泸定桥》《闪闪的红星》《南征北
战》《三进山城》《地道战》《地雷战》《上
甘岭》《奇袭》；歌颂英雄人物的电影
有：《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中永生》

《两个小八路》《党的女儿》《英雄虎胆》
《小兵张嘎》《董存瑞》《刘胡兰》《鸡毛
信》；爱情题材的电影有：《柳堡的故
事》《芦笙恋歌》《五朵金花》《阿诗玛》

《刘三姐》……此外还有一些轻喜剧，
如陈强主演的《魔术师的奇遇》。

在那个较为封闭的年代，还能看
到罗马尼亚出品的《勇敢的米哈伊》，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品的《火
车司机的儿子》、英国出品的《孤星血
泪》《百万英镑》《简爱》、南斯拉夫出品
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因
为仰慕英勇善战、不畏强暴、为民族独
立舍生取义的英雄米哈伊，当时无数
的中国年轻人曾对米哈伊的祖国——
罗马尼亚生出无限憧憬；对《桥》与《瓦
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经典台词，不
少人倒背如流，如“大地在颤抖，仿佛
空气在燃烧”“看，这座城市，它——就
是瓦尔特！”

那时，北陵电影院放映的香港电
影为数不少，如《屈原》《审妻》《画皮》

《生死牌》《假婿乘龙》等，看过这些香
港电影的老观众至今还能吟唱出优美
动人的《橘颂》曲调，还清晰记得《画

皮》里那美女变恶鬼的惊悚一幕，看过
此片的小孩当年竟吓得晚上回家不敢
独自上楼。

影迷韩春龙特别提到北陵电影院
的“八十年代现象”。据韩春龙统计，
在1980年至1984年这一区间，北陵电
影院放映了大量的优秀国产电影：如
1980 年的《苗苗》《庐山恋》《阿凡提》

《梅花巾》《红牡丹》《雾都茫茫》《405谋
杀案》《戴手铐的旅客》《自豪吧，母亲》

《爱情啊你姓什么》《今夜星光灿烂》
《珊瑚岛上的死光》；1981年的《神秘的
大佛》《月亮湾的笑声》《天云山传奇》；
1982年的《红象》《赛虎》《少林寺》《牧
马人》《应声阿哥》《泉水叮咚》；1983年
的《小小得月楼》《咱们的牛百岁》《不
该发生的故事》；1984 年的《高山下的
花环》……“像《庐山恋》《少林寺》《牧
马人》等影片，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像《戴手铐的旅客》《高山下的花环》

《不该发生的故事》等影片，均是载入
中国电影史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韩
春龙赞叹道。

今年 40 多岁的沈阳出租司机李
胜唠起北陵电影院往事，滔滔不绝。
在他的记忆里，自己小时候胆小，父母
带他看《405谋杀案》《雾都茫茫》《神秘
的大佛》，电影开头的一道闪电、幽深
的石阶、阴森的老宅、恐怖的变脸，把
他吓得直往电影院座椅后面躲。他还
记得，看完《少林寺》后，课间休息同学
玩闹，大家个个像“少林武僧”，出手俨
然“武学宗师”，那时的男孩子们几乎
人人“心向少林”，听广播讲还真有离
家出走，远赴少林寺拜师学艺的。

李胜特别怀念北陵电影院对面的
小人书摊和五香瓜子，“小人书是两分
钱看一本，随便看，看一天都行，交押
金还可以借。五香瓜子是两毛钱一
袋，炒得真香啊！周末没事，花几毛
钱，在北陵电影院门口借个小凳子，嗑
着瓜子，看着小人书，那种感觉今天是
再也找不到了。”

在走过48年的风雨后，北陵电
影院这座沈城“老字号”无奈滑入
了低谷。在一次消防检查中，存在
严重消防隐患的北陵电影院被亮
了“黄牌”，由于无力安装费用高达
百万元的消防设施，从2002年4月
起，北陵电影院就没有再播放过电
影，50 多名职工只好放假，停业长
达两年半之久，最困难时，这座古
香古色的楼宇，竟沦为某墓园公司
的市内代办机构。当时的北陵电
影院宋经理感叹道：“资金难以为
继，是影院停业的主要原因。”

为拯救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
古建筑，有关方面投资对北陵电影
院进行了改造，到 2012年，挂了 55
年牌子的“北陵电影院”更名为“沈
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
馆”，作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
一个分馆对外开放。

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专
家介绍，北陵电影院是老建筑，复原
的难度并不大，关键是要先对电影
院进行加固工程，像木质结构的屋
顶、门窗等都要一一加固，然后再进
行复原。当年的审判法庭有二层听
众席，恢复二层建筑有一定难度。
整个展区面积达到1100多平方米，
以复原陈列为主，历史陈列为辅，重
点展示日本投降后到战犯在沈阳被
审判的前后经过。其中有两大亮
点：一是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现场
拍摄的审判纪录片；二是蜡像复原
战犯受审和谢罪的场景。

沈阳建筑师廖原表示，北陵电
影院代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较为
常见的中俄两国建筑风格的融合，
是沈阳城内中西合璧的标志性建
筑之一，沉淀着令人怀想的光阴纪
念。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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