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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过去、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

商丘历史上第一部纵贯古今的文化专业志书——《商丘文化志》正式

成书面世了o

商丘是一块古老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商丘又是一块新

生的热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文化事业有了

长足的进步o《商丘文化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较为全面、准确地记述了1840

～2000年160年间商丘文化事业发展的轨迹，重点详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化事业发展的史实，为了解和研究商丘文化提供了

丰富而翔实的资料o

《商丘文化志》，是在原油印本《商丘地区文化志》的基础上，作

了较大的调整和增删后形成的，结构比较合理，记述更为全面，文字

进一步精练。不仅记载了商丘文化的渊源，而且记述了商丘文化在各

个时期的发展和各个文化门类的兴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旧的计

划经济导向的文化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主义

文化体制逐步确立。在这一过程中，商丘文化事业既有长足快速发展

的喜悦，也有改革的“阵痛"；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挫折和

教训。《商丘文化志》的成书出版，对于“存史资治"、“鉴往知来"

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商丘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商丘的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下，广大文化工作者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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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往开来，必将迈

向灿烂辉煌的明天o

《商丘文化志》的出版，前后经历了十几个春秋，许多同志付出

了大量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商丘市文化局局长 邵长明

200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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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和《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和

反映商丘文化的全貌。

二、本志时限，上限不限，但以1840年为主；下限截至2000

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商丘文

化发展的轨迹。

三、本志结构为“条目体"，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

个别类目下没有分目。共有类目13个，分别为总述、戏剧、曲艺、

电影、群众文化、民间文艺、综合性文化活动、新闻出版、文化市

场、文物、人物、行政机构及事业单位、大事年表；分目42个，条

目525个，图表31幅，名录22项，附录5篇。卷首有凡例、序言、

目录，卷末有编纂始末。

四、本志采用记述性语体文。横分门类，纵写史实，述而不论。

但在总述、概述、简述中则适当夹叙夹议，以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

律。

五、本志书的人物简介，为商丘历史上各个时期文化艺术有突出

成就和有较大影响的人士。对新时期文化艺术战线上的省以上模范、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及各类获省以上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在“新时期

文苑英才"分目中列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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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用国号纪年和公元纪年两种方法，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用国号纪年，加括号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

纪年。 ．

七、在本志时限内，商丘的行政建制多有变化。在记述中，有关

地域和机构的冠名，均以事件发生时的建制名称为准。如1998年1

月6日商丘撤地建市前的事件称“商丘地区"、“商丘市”、“商丘县”；

以后则称“商丘市"、“梁园区”、“睢阳区"。在记述跨越撤地建市时

段的事件时，则以“商丘市(地区)"样式记述。古代的地域名称后

加括号注明现名o
‘

八、本志使用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

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执行1995年12月国家技

术监督局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九、本志记载的内容，主要以2000年商丘市文化局所辖业务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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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曲艺队⋯⋯⋯⋯⋯⋯⋯⋯(104)

永城县曲艺队⋯⋯⋯⋯⋯⋯⋯⋯(104)

柘城县曲艺队⋯⋯⋯⋯⋯⋯⋯⋯(105)

宁陵县曲艺队⋯⋯⋯⋯⋯⋯⋯⋯(106)

睢县曲艺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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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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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演出场所简述⋯⋯⋯⋯⋯⋯(107)

原商丘市曲艺厅(棚)⋯⋯⋯⋯⋯(108)

柘城县曲艺厅(棚)⋯⋯⋯⋯⋯⋯(110)

民权县曲艺厅⋯⋯⋯⋯⋯⋯⋯⋯(110)

原商丘县曲艺厅(棚)⋯⋯⋯⋯⋯(111)

附录：1、曲艺门派与拜师礼仪⋯⋯(111)

2、曲艺世系排列一百字⋯⋯(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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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发行放映概述⋯⋯⋯⋯⋯⋯

电影放映⋯⋯⋯⋯⋯⋯⋯⋯⋯⋯·

电影放映简述⋯⋯⋯⋯⋯⋯⋯⋯

城市电影放映⋯⋯⋯⋯⋯⋯⋯⋯

表9：县以上影剧院一览表⋯⋯

国外“大片”的放映⋯⋯⋯⋯⋯⋯

农村电影放映⋯⋯⋯⋯⋯⋯⋯⋯

农村电影放映经验交流会⋯⋯⋯

柘城县电影公司⋯⋯⋯⋯⋯⋯⋯

附：中共商丘地委宣传部《关于

柘城县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

调查报告》⋯⋯⋯⋯⋯⋯⋯⋯⋯⋯

电影发行⋯⋯⋯⋯⋯⋯⋯⋯⋯

(122)

(126)

电影发行简述⋯⋯⋯⋯⋯⋯⋯⋯(126)

电影发行网络⋯⋯⋯⋯⋯⋯⋯⋯(126)

电影发行体制改革⋯⋯⋯⋯⋯⋯(127)

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概述⋯⋯⋯⋯⋯⋯⋯⋯(129)

文化馆建设⋯⋯⋯⋯⋯⋯⋯⋯⋯⋯(130)

文化馆建设简述⋯⋯⋯⋯⋯⋯⋯(130)

表10：2000年群众艺术馆、文化

馆概况表⋯⋯⋯⋯⋯⋯⋯⋯⋯(131)

梁园区(商丘市)文化馆⋯⋯⋯⋯(131)

睢阳区(商丘县)文化馆⋯⋯⋯⋯(132)

虞城县文化馆⋯⋯⋯⋯⋯⋯⋯⋯(134)

虞城县利民镇文化分馆⋯⋯⋯⋯(134)

夏邑县文化馆⋯⋯⋯⋯⋯⋯⋯⋯(135)

夏邑车站镇文化分馆⋯⋯⋯⋯⋯(136)

永城市(县)文化馆⋯⋯⋯⋯⋯⋯(136)

永城芒山镇文化分馆⋯⋯⋯⋯⋯(137)

柘城县文化馆⋯⋯⋯⋯⋯⋯⋯⋯(138)

柘城县慈圣镇文化分馆⋯⋯⋯⋯(138)

睢县文化馆⋯⋯⋯⋯⋯⋯⋯⋯⋯(139)

民权县文化馆⋯⋯⋯⋯⋯⋯⋯⋯(139)

宁陵县文化馆⋯⋯⋯⋯⋯⋯⋯⋯(1砷)

商丘市(地区)群众艺术馆⋯⋯⋯(141)

图书馆建设⋯⋯⋯⋯⋯⋯⋯⋯⋯⋯(141)

图书馆建设简述⋯⋯⋯⋯⋯⋯⋯(141)

公共图书馆⋯⋯⋯⋯⋯⋯⋯⋯⋯(142)

表11：县(市)公共图书馆概况

一览表⋯⋯⋯⋯⋯⋯⋯⋯⋯⋯(144)

学校图书馆⋯⋯⋯⋯⋯⋯⋯⋯⋯(144)

工厂企业工会图书馆⋯⋯⋯⋯⋯(144)

科研、机关团体图书馆⋯⋯⋯⋯⋯(144)

农村文化站图书室⋯⋯⋯⋯⋯⋯(144)

睢阳区(商丘县)图书馆⋯⋯⋯⋯(145)

梁园区(商丘市)图书馆⋯⋯⋯⋯(145)

睢县图书馆⋯⋯⋯⋯⋯⋯⋯⋯⋯(145)

、，、，、，、，、●，、，、，、，、，

5

6

6

6

8

9

9

0

1

1

1

1

1

1

1

1

1‘c-、l

11

1

1

11

1

1

1

1．．1，L／L／L，L，L，●、，k，L，k



5

柘城县图书馆⋯⋯⋯⋯⋯⋯⋯⋯(146)

民权县图书馆⋯⋯⋯⋯⋯⋯⋯⋯(146)

创文明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评

估定级⋯⋯⋯⋯⋯⋯⋯⋯⋯⋯⋯(146)

人才培训⋯⋯⋯⋯⋯⋯⋯⋯⋯⋯(147)

农村文化⋯⋯⋯⋯⋯⋯⋯⋯⋯⋯⋯(147)

农村文化简述⋯⋯⋯⋯⋯⋯⋯⋯(147)

乡镇文化站⋯⋯⋯⋯⋯⋯⋯⋯⋯(148)

表12：商丘地区首批乡镇文

化站一览表一⋯⋯⋯⋯⋯⋯⋯(150)

乡镇文化站机构和人员编制得

到解决⋯⋯⋯⋯⋯⋯⋯⋯⋯⋯⋯

出席全省、全国农村群众文化

“双先”表彰会⋯⋯⋯⋯⋯⋯⋯⋯

群众文化工作竞赛活动⋯⋯⋯⋯

农村文化“千村调查”⋯⋯⋯⋯⋯

创建文化建设先进乡镇活动⋯⋯

夏邑县太平乡的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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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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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舞蹈⋯⋯⋯⋯⋯⋯⋯⋯⋯⋯·(164)

音乐舞蹈简述⋯⋯⋯⋯⋯⋯⋯⋯(164)

抗日歌舞活动⋯⋯⋯⋯⋯⋯⋯⋯(165)

音乐舞蹈比赛⋯⋯⋯⋯⋯⋯⋯⋯(165)

“祖国颂”歌舞晚会⋯⋯⋯⋯⋯⋯(166)

“商丘之光”文艺晚会⋯⋯⋯⋯⋯(166)

“团结奋进、振兴商丘”群众性歌咏活动

⋯⋯⋯⋯⋯⋯⋯⋯⋯⋯⋯⋯⋯⋯(166)

歌舞创作⋯⋯⋯⋯⋯⋯⋯⋯⋯⋯(1-66)

群众文化社会团体⋯⋯⋯⋯一(167)

豫皖苏边文化协会⋯⋯⋯⋯⋯⋯(167)

永涡毫文协分会⋯⋯⋯⋯⋯⋯⋯(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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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地区)群众文化学会⋯⋯(168)

商丘市(地区)图书馆学会⋯⋯⋯(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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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概述⋯⋯⋯⋯⋯⋯⋯⋯(169)

民间舞蹈⋯⋯⋯⋯⋯⋯⋯⋯⋯⋯··(169)

民间舞蹈简述⋯⋯⋯⋯⋯⋯⋯⋯(169)

挑经挑⋯⋯⋯⋯⋯⋯⋯⋯⋯⋯⋯(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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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老虎⋯⋯⋯⋯⋯⋯⋯⋯⋯⋯⋯(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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