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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志稿审定委员会主审李建英题词



序

石家庄地处华北平原西部，毗邻京津，西倚太行。优越的地理条件，丰

富的物产资源，重要的交通枢纽，使其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她的

省会地位构成了全省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哺育

着生息在这块沃土上勤劳淳朴的人民，并继承和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

岁月悠悠世事沧桑，非常必要撰册一部城市文化志记载留传。

在漫长的年代里，石家庄的文化有过兴盛，有过萧条，直到新中国成立

后，才真正获得新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石家庄市的文化艺

术园地呈现鼎盛繁荣之景象，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为树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之碑，立群众文化之传，记兴衰起伏之状，市文

化局借“盛世修志"东风，自1988年就开始进行了文化志的编纂工作。工作

人员寒窗面壁、勤奋笔耕，历时四年，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文化志。

《石家庄市文化志》近60万言，20章。上至1916年，下至1990年，较

详实地记述了石家庄市的文化历史及事业的发展过程，尤其介绍了石家庄’-

市解放后文化艺术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和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战线的

崭新面貌。做到了横排竖写，革故鼎新，突出了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地

方特色。这部文化志的问世，将对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两个文明建设起到积

极作用。

在此，对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对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表示诚挚的谢

意。由于占有材料有限，难免有疏漏，望读者指正。

寥寥数语，聊以为序 t

枞1文·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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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八月四El



编辑说明

根据市政府统一部署，我市文化局于1988年4月成立了《石家庄市文

化志》编辑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同时抽调部分热心修志工作的人员，组成

了修志班子。经两年多的努力，于1990年10月完成初稿。此后，邀请有关

专家、学者与熟悉情况的同志，对初稿进行审阅，经再三订正，于1992年初

完成修改稿。 ～

《石家庄市文化志》系石家庄有史以来第一部文化专业志书。编者力图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详今略古、详市略县的修志原则，

锐意写真，忠实记述，完全客观地反映石家庄市的文化历史渊源及解放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_

因受现有资料之桎，本志基本上溯自1916年，下限则遵循上级统一规

定的1990年底。在记述方面，力求精确，尽可能年、『月、日俱全。无日可据

者，则系于月；无月可据者，则系于年。日期无法确定者’，则系于年末。

本志编写过程中，承蒙省、市有关单位与各界朋友给予了大力支持，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俊明为本书做序，在此一并致谢。

参加本志编写的同志，在撰志方面俱属初出，既有水平问题，又有经验

问题。但自知任务之光荣，责任之无贷，便凭一股知难而上的精神，走访请

教，广征博采，几经核实之后方行付梓。尽管如此，纰漏舛错诚恐仍然不免。

今谨奉上，以作芹献，敬请批评指正。

石家庄市文化局《文化志》编辑办公室

1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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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石家庄市位予河北省西南部，北濒滹沱河，西临太行山，东、南两面依华北平原。

九十年前，石家庄还是正定府所辖获鹿县的一个小村。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

平汉铁路建成，从石家庄村东经过；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起于石家

庄村东。于是石家庄成为冀、晋两省的货物集散地，从而商贾云集，日臻繁华。中华民国二

十八年(公元1939年)，正值日本侵略军侵占期间，在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指令下，成立

了“石门市”。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石门市。同年12月16日，由晋察冀边

区政府指定，更名为。石家庄市”。1968年1月29日，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河北省人

民政府迁至石家庄市，从此，它便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1990年，石家

庄市辖新华、桥西、桥东、长安、郊区、矿区等6个区，以及正定、获鹿、井陉、栾城等4个

县，总面积3255平方公里，总人口2835107人。

石家庄一带，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今市郊区白佛口，便有仰韶文化遗址，市庄、北焦，

有夏代文化遗址，市内多处，有商代文化遗址。春秋时，它先属鲜虞国，晋灭鲜虞后，建中
·。 山国。到战国时代，除栾邑(今栾城县)属赵国外，正定、获鹿、井陉都属中山国地。自汉

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建真定国后，真定便成为它的首府。

西晋时期，常山郡治所从元氏移来，特别是十六国后燕慕容垂于燕元元年(公元384

_! 年)在真定建都，以后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元、明各代直至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

年)改名“正定”前，它都是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因它所辖的井陉是出入山西

的唯一孔道，于是真定自古便有“燕晋咽喉、南北通衢”之称，为兵家必争之地，从而成为

： 军事重镇。历代兵燹空室清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以致石家庄市所属各县方志多记载说s

； 。民风俭朴、民性刚烈’’，。土瘠人众、军民杂处”，“性多敦厚、仗义任侠”I当地的戏曲、舞

} 蹈、音乐，便都具有质朴、刚劲、激越、慷慨的风格特色。

{． 井陉县，不仅有250万年前的岩峰更新世遗物以及胡家滩、吕家村、横口、微水、段庄、

转 马村等多处仰韶文化遗址，而且有宋，金墓群的壁画和苍岩山古建筑群。获鹿县有隋大德五

A 年兴建，元、明、清历代加修的“龙泉寺”和‘‘韩信庙”。正定县有距今7千多年前的仰韶文

誓 驰遵蛙，踞令基千多年蒋螅?淞鍪趣趣交也遗蛙，还寿酶赣兴惠，素，冠，跽。海多爽掩骖姆

爹 “隆兴寺”和“开元寺”。正定古城历有。三山不见”、。九水不流”、‘‘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

j， 四座金牌楼”之说。在市区北郊上京村东侧有隋朝兴建的占地60余亩的“毗卢寺”和市区西
_‘ 花园街南头的。古佛寺”。其中，素有“五岳奇秀揽一山”之称的井陉苍岩山、绘有500多身

i。 三教九流人物的市郊上京毗卢寺、铸有高22米铜佛的正定隆兴寺驰名中外。-
‘· 由于正定、井陉位居军事要塞，当地古代遗物常与武将享乐生活有关。唐代，曾一度割

． 据真定的恒州刺史、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公元735----801年)家，有石国(古西域国家，在

今苏联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一带)乐伎石大娘所传的五弦琵琶谱【王昭君】、【秦王破阵乐】等
· 7曲(见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I石家庄市振头有唐元和七年(公元812年)

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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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云麾将军孙乐安墓出土的汉、胡乐舞人贴花瓷壶；井陉矿区贾庄北宅有五代古墓出土的唐

横吹乐队人马陶俑；井陉柿庄有宋代墓群中的彩绘“宴乐图”(彩绘特点，与北宋政和二年三

月筑成的现石家庄市内北宋墓壁画相同)。

北宋时期，实行“更戌法”，以便“兵不识将、将不专兵”，从而便于朝廷集中军权。戌

兵与京兵的轮换，形成了真定军卒中汴梁(亦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籍者居多，随之而来的

便是语言、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作为北宋都城的汴京，对真定具有深远的影响。今正定方言

四声调型与开封大体相同，调值除第二声只高一级外，其余三声都相同：

‘潞 阴 阳 上 去
，

声X 调值 调型 调值 调型 调值 调型 调值 调型

_l

正定 24。 ／1‘ 52 N 55 ]， 31 ；N。
，

‘

～ 一

一

，

。。刁’ U： i 55 ]。 31 ；遗开封 24 4l

一

如此相同的语言声调，使两地戏曲的唱腔旋律走向，也随之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公元1125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曾向亡宋“来索诸色人”，并将“杂剧、说话、弄影戏、

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150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见宋、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文中所指“军前”，即包括正定，石家庄一带。这些艺

人，给当地的文化生活带来繁荣。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真定一带属中书省，辖真定路，

称为“腹里”，是当时北方人口集中，商业繁华的地方。《河朔访古记》表述真定时说：“南门

日：阳和，左右夹二瓦市，优肆倡门，酒垆茶社，豪商大贾并集于此”。人口的密集，商业的

发达，为戏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以至真定与大都、晋宁并成为元代北杂剧的三大中心。

北杂剧所唱腔调，有“冀州调”与“中州调”之分(见明·魏良辅《南词引正》)。因冀

州调所指的冀州，在元代属真定路，故戏曲史家认为：“真定地区的民间歌唱或地方音乐，对

北杂剧的形成和发展，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见张庚、郭汉成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

元杂剧作家包括在真定生活大半生的白朴在内，还有尚仲贤等共7人之多，仅次于大都，

居第二位。大量剧本的产生，促使真定当地的戏曲空前繁盛，直到明代万历(公元1573年)

以后。 ，

北杂剧逐渐衰落的同时，在真定却有以元明俗曲小令为声腔的“弦索腔”堀起。弦索腔

足岔‘剪矛腔气t菇腔1．俗承丝色豌腔气麒唰掰俗，．．滓却P盔渌批拳电南郝棉当摩考己
乾隆年间，一度进入北京。嘉庆以后，清政府以皇帝名义颂发诏谕禁演“弦索”，于是丝弦戏 ·

被剥夺了登台的权利。丝弦艺人为谋生计，只得与民间吹打班结合，清唱戏曲故事，表演于

婚、丧、寿诞，与集市庙会。从此形成一种民俗，沿袭至今。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内忧外

患困忧而放松了禁革戏曲，于是清唱者相继粉墨登场，昆曲、高腔、河北梆子相继兴盛，丝

弦戏也发展成东、西、南、北、中五路，流入山西晋中、雁北。 ；

曲艺于清朝中后期从外地传来，主要曲种是木板书、渔鼓道情，流行在正定一带。这一．‘

带的例行庙会有：农历正月初八闰王诞辰会(会期半日)f农历二月十九送子娘娘诞辰会(由 i．

二月十七至二十，会期四天)，农历四月初八苍山圣母会(由四月初六至初九，会期四天)。除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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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外，还有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五月初五端阳节，八月十五中秋节等。届时焚香拜神者、

抛灾取福者、卖艺卖药者、经商贸易者、走亲访友者，纷纷远道而来。除有戏班演出而外，许

多民间花会，诸如高跷、旱船、耍狮、抬皇扛、大鼓、战鼓、架鼓、拉花等，都要出场赛会。

一时鼓镲齐鸣，震耳欲聋，人潮如海，热闹非凡。民间花会中，最富当地特色的，首推井陉

。拉花”．

自从京汉、正太两铁路建成后，石家庄日渐繁华，1938年后，更取代了正定的地位。1916

年起，市内先后建成升平、同乐、劝业、第一舞台等四个砖木结构的剧场。随着平、津、山

西、以及南方各地客商的日渐增多，昆曲、高腔、皮黄、山西中路梆子、河北梆子、评戏相

继流入，在上述戏院演出，对象以工商界与当地市民为主，此外还有休门的新业、石桥街的

东华等芦席棚顶戏院，供丝弦、乱弹、打锣腔(即秧歌)等剧种演出，对象以当地市民、工

人，以及农民为主。南花园一带，本为贫民聚居地，木场街开辟后，茶馆、酒肆逐渐增多，道

情，评词、相声，戏法，大鼓，河南坠子、杂耍、武术、相面、卖野药的一应俱全，于是，有

“小天桥”之称。至1942年时，全市已建成砖木结构的影剧院5所}芦席棚顶剧场13所。

1937年后，石门市在日军侵占下，汉奸警察特务横行，动辄打人骂人，看戏不买票，戏

班除交娱乐税外，还须尽纳其它苛捐。尽管日夜两场客满，每人不过每天只挣二斤玉米面钱，

拖儿带女的艺人难以糊口，只得兼做小工、小贩等。 ·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石门市由胡宗南部第三军接管。为防备解放军，市

外沟宽壑深，市内军警满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们在经过八年的日伪统治、摧残后，又

陷入新的困窘中。市内当时只有一个藏书不多又不成型的图书馆，十几个不景气的个体书局，

十几座冷落萧条的影剧院和丝弦、评剧、京剧、秧歌等五个私人戏曲班社和一些零散的曲艺

杂技艺人。群众文化生活贫乏单调，许多民间艺术品种濒临灭绝境地。

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在百废待兴、财力十

分紧张的情况下，对全市541名处于饥饿状态的戏曲、曲艺艺人进行了救济，并迅速开放了

影剧院、体育场、民众教育馆(市群艺馆前身)。除此而外，还建立了工矿、铁路与各个行业。

的工会，并由工会组织、动员各单位办墙报、黑板报，有条件的还建立了俱乐部、歌咏队、业

余剧团等，从而大大改善了群众的文化生活。1948年11月，成立了。石家庄市戏剧音乐工作

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市文化艺术工作。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石家庄市文教

局，不久又成立了市文化局。文化艺术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而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多彩多姿，成绩斐然。1950年，市委文工团排练的话剧《不是蝉》，是 ．

建国后第一个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成功之作，并曾到北京、上海等十多个城市和工矿演出。

所到之处，场场座无虚席，倍受观众好评，轰动了大江南北。石家庄市委文工团在京期间，应

邀到怀仁堂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赞，为石家庄争得了荣誉。1953年，市文化馆的

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化馆先进单位授奖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57年，井陉南正村的“拉花”进京参加。全国第二届

民间艺术汇演”，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57年，市丝弦剧．

团进京演出，期间曾到中南海怀仁堂汇报演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陈

毅、贺龙等出席观看，并与演职员合影留念。周总理生前曾五次观看丝弦戏，还亲笔为石家

庄市丝弦剧团题词，又推荐该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60年，丝弦剧团的《空印

盒》搬上银幕。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才使得这一古老剧种大放异采。至1966

年初，市专业剧团已创作排练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出版了9个剧本和一个戏曲曲谱f市内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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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与翻修了十几处演出场所。各区均设立了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

内蓬勃健康地开展起来。

1966年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文化领导机关瘫痪，随着极左思潮的逐步升级，各种

专业活动也处于停滞状态。在其后的十年中，许多文艺工作者横遭迫害，一切文化专业书刊，

都被视为封、资、修的产物而遭禁止，舞台、银幕和群众文化领域，都被公式化概念化的作

品所充斥，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事业，陷入困境之中。如此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

束，文化艺术领域才迎来春风解冻的艳阳天。特别是1979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改革的大潮给文化艺术事业带来勃勃生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从1979至1990

年的十余年来，文化领域中各种事业发展迅速，硕果累累。市属专业剧团创作演出了一批有

影响的优秀剧目。其中，《瘸腿书记上山》获第一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和第三届全国优秀剧本

创作奖，填补了河北省在全国剧本评奖中的空白。《芳芳和贝贝》获全国儿童剧(北方片)剧

本创作奖和演出奖。《青春的花蕾》在全国学校剧评选中获三等奖。另有十多个剧本、剧目获

省级创作奖、演出奖。市丝弦剧团于1981年、1985年两次进京，市评剧团、市青年评剧团也

先后进京演出，均受到首都观众及有关专家的欢迎和高度评价。市丝弦剧团、市青年评剧团

在京期间都曾进中南海演出获得好评，受到文化部的表彰。评剧演员刘淑琴、刘秀荣，在

“全国评剧中青年演员广播大奖赛”中名列十佳，刘秀荣还荣获“中国戏剧第五届梅花奖”。尚

丽华获全国振兴评剧交流演出优秀演员奖。市属专业剧团许多剧目和唱段被中央、省、市电

台、电视台录音录像，广为传播。评剧演员尚丽华、杂技演员陈进才的技艺通过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介绍到国外，扩大了石家庄的影响。本市作者创作的电影剧本《白龙剑》，电视剧本

《人间重晚晴》、《大庄人》、《无声的世界》、《鱼跃龙山》等均已搬上银(屏)幕，在全国范围

播映。群众文化、电影发行放映、图书发行、图书借阅等也蓬勃发展。1979年，井陉拉花

“咱去西柏坡看亲人”赴京参加了全国民间艺术汇演，荣幸地参加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并

获二等奖。1979年以来，有100多件美术作品选送到国外展出，300多件美术、书法、摄影

作品在全国展出或发表。在参加全国和省组织的业余文艺汇演、比赛中，有100多项获奖，为

石家庄争得了荣誉。1986年，石家庄影院被评为。全国发行放映系统先进单位”。1989年，市

电影公司、人民影院、石家庄影院被广播电影电视部评为“全国发行放映系统先进单位”。井

陉拉花再次进京获第二届北京龙潭杯民间花会大赛二等奖和五项个人奖。1990年9月，正定

常山战鼓队两次进京，参加亚运会的庆典活动，声振京华。至1990年底，驻石省、地、市及，

市属县的艺术院团共计16个，艺术学校4所，艺术研究所2家，画院2家，电影制片厂1家，

工人文化宫、铁路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各一座，营业性舞厅33家，影剧场(院)27座，开

放俱乐部、礼堂20余座，城乡文化馆、站149个，工矿俱乐部和居委会文化室574个，国营

书店、代销点近40个，集体、个体书刊摊点270个，各类图书馆70个，省属博物馆1座，市

博物馆业已落成。 ·

石家庄人杰地灵，物富民丰，文艺人才层出不穷。近年来，市文化系统涌现出一批“文

明单位”和“先进个人”。有7人被评为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全系统47人获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196人获中级专业技术职称，343人获初级专业技术职称。多人被吸收为中国文联

和河北省文联所属协会会员，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耕耘，为振兴石家庄市的文化艺术事业

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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