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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盛世修志一。经过五个春秋的辛勤笔耕，．《鞍山市志》丛

书，陆续出版问世。它是鞍山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璀璨硕果，是鞍山市文化建设事业的宏篇巨著，也是鞍山市社会

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显著标志。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鞍山市志》作为钢

都的科学文献，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鞍山是辽东半岛开发区的腹地，是连接

对外开放城市大连、营口和沈阳的枢纽，是蜚声中外的祖国钢都”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勤劳勇敢的钢都人民，使它诞生不到一个世纪

就成为全国22个特大城市之一。中国最大的搿鞍山群一铁矿藏∥世

界上储量最多的“辽河群一镁矿和滑石矿藏，就埋在鞍山的地下。

全国1 2座名山之一的千山，全国著名的汤岗子温泉，就在鞍山的城

郊。 ‘
～．．、

据考古发掘，5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

土地上。战国时代，鞍山为燕国的属地；汉代，鞍山古冶铁业盛

行；唐代，鞍山一带一度为古战场；明代，兴建_鞍山驿一、 “长

甸铺一， “沙河铺一，开通了边塞邮路；清代，留下许多文化遢

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鞍山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进程；．说

明鞍山历史悠久。清末以后，鞍山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资源被掠夺，河山被践踏，‘人民被奴役。然而，‘英雄的鞍山人民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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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屈服，义和团的风暴震慑沙俄，抗日义勇军在鏖战中前仆后

继，争取民族解放的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在全国取得抗日战争

胜利的斗争中，鞍山人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解放战争期间，富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鞍山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奋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2月

19日迎来了鞍山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9年来，鞍山市在前 ．

进中虽曾有过失误，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

的成绩是辉煌的，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给鞍山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使鞍山人民迸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热

情。鞍山正在发生着新的巨大变化。 。

纵观鞍山的历史，既是一部苦难史，又是一部斗争史，更是一

部发展史。 ·

一 ．．

今日鞍山，她不仅拥有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而且还

拥有机械、化工、能源、电子、建材、轻工、纺织，印染、食品等

门类齐全、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鞍山农村自然资源丰富， “四山

一水五分田一，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7农村产业结

构得到了调整，呈现出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工业、建

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十业兴旺的景象，农村经济开始向着

城乡统一市场、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鞍山市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壮丽多姿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优美雅致的居民楼鳞次栉比，城

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金

融等事业，更呈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编纂地方志，’：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存史一． 《鞍山市志》

丛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再现了鞍山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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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美丽的大自然．蓬勃发展的经济、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示了鞍

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走过的历程。我坚信，它作为一部上载天

文、下载地理，中括人间事物的地方百科全书，必然起着总结历

史，服务现实，鉴戒未来的作用。

《鞍山市志》丛书在编纂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中共鞍山市

委、．鞍山市人大常委会、鞍山市人民政府和鞍山市政协的关怀，自

始至终得到各级领导和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它是经过鞍山市地方

志办公室和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呕心沥血完成的。我代表金市人民，，

向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 ．．

1 988年1 o月1日

s

7



。 ．序 ．i二，o。 ． !。，

一一萋器磊森篓鑫是茬-安壬全¨， 鞍山市文化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

。

《鞍山市文化志》经过两个年头的编纂终于成书问世了。这部

志书的出版，汇集了鞍山地区广大文化志士的智慧和各界人士对文

化事业的热情关心与大力支持，’也凝聚着编纂者的辛劳。

丰富的史料，翔实的佐证，精心的取舍，科学的编辑，使这部

志书具有丰富的资政信息、强烈的教化功能、宝贵的存史价值，足
／

资今人与后人借鉴，不失为鞍山地区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谨

．向为编纂这部志书付出才智和百倍关注的省文化志编辑部、市志办

的专家们和文化志编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l

《鞍山市文化志》金书共30余万字，上起1 840年，下止1 987年，

并对1840年以前的文化活动，也作了必要的觅集和描述。

．鞍山地区的文化，灿烂夺目，源远流长，如果说这部志书是源

流小照，我相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鞍山未来的文化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繁荣，未来的文化史，必然

会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绚丽画卷。 一

岁月漫长，文海浩瀚，加之我们的水平所限，及资金方面的困

扰，使这部志书，不尽人意的地方在所难免，当此定稿成书之际，

并向当今和未来的读者表示歉意。



凡 例

一，《鞍山市文化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新的

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详今略古，系统的记载鞍山市文化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本志书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7年。

三、本志书将概述、大事记列为卷首，简要的记述鞍山市文化事业的历史和大事，

以此总领全书。下分14章69节，以展示鞍山市文化事业的全貌，书末有附录。

四、1985年海城县撤县建市，考虑原机构名称沿革较长，同时也保持与《海城县

志》的一致性，故海城文化事业机构名称，仍按原机构名称记载。

五、人物章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凡立传或简介的人物，均为已故名人。对在世人

员或已故而不够立传(简介)者，均入人物录。

入人物录的标准是： ．

1．文化局副科长以上干部，基层单位正副领导人员；

2．省人大、政协委员及市人大、政协常委；

3．民主党派主要人员；

4．全国主要学会或协会会员，

5．获全国性奖励者，

6．社会文化副高以上人员，文艺二级以上编、导、演人员或著名民间老艺人。

如果一人符合以上多项标准者，只列其中主要一项，而不作重复出现。在入录人物

中，以1987年末为限。只录文化系统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

六、历史朝代，沿用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通称。日本侵占东北时

期称“日伪时期，，l国民党盘据鞍山时期称“国民党占领时期"。1948年2月19日前

(后)称：解放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建国前(后)。

七、鞍山市文物及其管理机构沿革大事记，编入《鞍山市文物志》内；专业和业余

戏剧、美术、摄影等创作编入《鞍山市文学艺术志》内，在本志内只做简要记载。

八、本志书中的纪年，一律采用公历。明、清、中华民国年代加括号注明。

九，记数，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t计量，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书写。

十、本志书采用记述体语体文，大事记的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

本末体。

．．_-，-．．15．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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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鞍山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证明了我们祖先远在一万多

年以前，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并创造出丰富多采、灿烂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鞍山历经战国，秦、汉、唐、辽、金，明、清时期的封建社会。早在汉朝时期，就在

鞍山一带开矿、冶铁。随着冶铁业的兴起，不仅推动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展示了

封建社会文化的异彩。在鞍山出土的汉墓壁画中，有杂技图像；海城辽代金塔上的砖

雕，有杂技俑。而庙宇、碑、塔、墓葬、驿堡遍及鞍山城乡，显示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到了清代，康熙年问，修建的海城山西会馆，附设乐楼(即戏楼)，每逢庙会，邀

集戏班。结会演戏奔走士妇而观之，至春徂秋无虚日"。此时河北梆子，山西梆子、

秦腔、昆曲已流入牛庄，海城，当地的民间艺术高跷、早船、狮子舞，龙舞也非常活跃。

海城的耿庄，岔沟，台安的西佛，鞍山的汤岗子、立山，每逢年节，就是这些艺术之花

竞相开放的地方。

清乾隆年间，海城喇叭戏，由山西传来，遍及海城城乡。从京津，河北．奉天(沈

阳)一带传来的梆子和京评戏班，以及西河大鼓，东北大鼓、评书，相声等，也先后来

牛庄，海城和鞍山演出。

民国初期，无声电影传入鞍山，使群众的娱乐生活，增添新的内容。20年代初，建

立第一座电影院“演艺馆”。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势力的入侵，文

化势力也侵入鞍山。相继修建“新盛电影院"、“满人会馆’’、“世界馆"、“平安楼

戏园’’、“吉祥戏院"、“中央剧场”以及茶社等。同时还出现了私营书铺和图书馆。

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胜利后，结束了殖民地的统治。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侵占

鞍山，文化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戏剧舞台和电影屏幕，十分萧条，艺人们流离失所，

文化事业处于破坏凋落的时期。

鞍山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对公共娱乐场所积极扶植，加强管理，各剧场、电影院、

茶社恢复营业。市公共图书馆，经过短时期的筹备，向社会开展借阅活动。同时组建民

众教育馆，开办新华书店。后来由文化馆组织的群众性歌咏、秧歌活动，遍布于大街小

巷．城镇和农村。

文艺表演团体，是在辽南地委文工团的基础上，组建起鞍山市社教团。同时还把流

落在社会上的戏曲艺人组织起来，建立鞍山市戏曲协会，在工人剧场上演连台本戏《水

泊梁山》，时间长达两年之久，深受观众的欢迎。

50年代以来，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在市社教团、文工

团的基础上，先后组建市话剧团、歌舞团，又建立市京剧团、评剧团和曲艺团，演员队

伍不断扩大，各种艺术人才茁壮成长，各艺术团体，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1959年，先后从中国戏曲学校分配市京剧团十余名毕业生，他们行当齐全，文武俱

备，与老演员密切合作，使鞍山的京剧表演艺术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创作出反映钢铁战

心



线题材的现代京剧《尖兵》，参加东北地区文艺汇演并受到好评。话剧演出了《蔡文

姬》、《武则天》，歌舞团演出的大型神话舞剧《宝莲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深受钢城广大观众的欢迎。杨田荣播讲的新书《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等，在评

书界与广大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被《人民日报))赞誉为中国曲坛上的“新书红旗一。

在电影事业上，除发挥原有电影院的作用外，还大力发展工矿俱乐部、农村电影放

映队，使电影放映工作朝着普及电影的方向发展。
’

群众艺术馆，县(区)文化馆，乡、村文化站(室)，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方针，广泛的开展群众文化活动。通过各种展览和

文艺汇演涌现出大批文化艺术人才，成为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骨干。

以市图书馆为中心的各种专业图书馆和工会图书馆(室)，农村乡(镇)图书室，遍及

城市和农村，馆藏图书不断增加，市图书馆开创的“跟踪服务”的工作法，得到国家文化部

的肯定。以市新华书店为中心的图书发行工作，运用城乡图书发行网，及时地向广大读

者供应政治，文艺、教育和科技等书籍，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及科学知识

作出显著的成绩。
。

1966年，一场从文艺战线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全社会， “文艺黑线专政"的谬

论，全盘否定了十七年的文化艺术成就，组织机构瘫痪，文艺团体被砸烂，一大批老

干部、老演员和老艺人，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残酷的迫害，一大批人被送到农村

插队落户或到工厂当工人，进行劳动改造。几乎所有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

和曲艺作品都遭到批判。

1969年，在鞍山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鞍山市文化系统革命领导小组，代替原

市文化局领导班子的工作，组建鞍山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和市革命样板戏学习班。

在文艺舞台和电影银幕上，演出和放映的都是样板戏。图书发行全是马列著作和毛主席

著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拨乱反正，文化艺术事业获

得复兴和发展。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被“下放"的演职人员全部归队，被禁锢

的艺术作品得到全部解放。市京剧团演出了传统戏《逼上梁山》，评剧团演出了《小女

婿》，话剧团演出的《白卷先生》、《报春花》，歌舞团演出的《洪湖赤卫队》、《江

姐》等，观众之多是历史上罕见的。曲艺团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流传全国，

家喻户晓。话剧团陶仲华创作的剧本《圆坛人的传说》、《聂小倩》，电影剧本《小巷幽

兰》，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等均获得奖励。

在培养人才上，各专业剧团采取团代班和办艺校的形式，大力培养新的艺术人才。

1984年lo月，在市京剧团少艺队的基础上成立鞍山市戏曲学校，他们学习和排演的京剧

《钟馗嫁妹》、 《泗洲城》等戏，两次进京在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并受到亲切接

见和鼓励。戏校有四名小演员参加辽宁省青年京剧团赴香港和东欧国家演出，载誉而

归。市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繁荣的使者》在全国八省市近20个城市演出。群众性的歌

曲、舞蹈、书法、摄影比较活跃，不少作品在国家、省、市级比赛中获奖。
。

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指引下，鞍山市文艺界的广大职工，积极投入文艺改革

的热潮中。1984年和1986年两届鞍山艺术节，展现出一大批优秀演员和作品，并获得奖

2



3



冲走十几里。

． ⋯ 大事记

1844年<清道光=十四年) ，
·

耿庄民间喇叭戏艺人高云清在牛庄、耿庄等地演出《王婆骂鸡》、《红

1856年(咸丰六年)

八里秀甲峪村民张万荣，由河北省唐山买来男女儿童20多人，办起“戏

1862年(成丰十=年)

‘llJ弓

岔沟乡白草洼村搭台演戏，正演出时大雨倾盆，山洪奔腾而下，戏台被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是年 海城牛庄丁家班班主丁九茹，从北京买来金桂喜入班学戏，改名丁香花．后

在沈阳演出成名。

1904年(光绪三+年)

是年 牛庄丁家火勺铺兄弟四人，与地藏寺和尚沙清结班演唱梆子。除自娱外，还

经常参加堂会，演出《汾河湾》，《走雪山》，《三娘教子》。

l 905年(光绪三十mare年)
●

是年 秦腔艺人小白菜，月月红、小桂凤在牛庄演出《红梅阁》、<<新安驿》·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是年 秦腔女伶花宝卿在牛庄演出《小上坟》、《貂蝉》。
k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是年 慈禧逝世，例行国恤，停止演出活动。海城牛庄杨豆包子席棚戏园建成。

1909年(宣统元年)

1月

是月 海城大观楼建成。地址在火神庙街。

4



1010年(宣统二年)

是年海城县庞家店村，由庞文翰等人，邀集艺人组成庞家班，活动在辽南城镇和乡

村。演出节目有《打砂锅》，《打扛人》，《铁弓缘》，《行路训子》等。该班于1914年

解体。

1911年(宣统三年) 。

是年海城麻雨山等集股，在北门里同兴店院内搭席棚开设庆洲茶园，开演月余，因
亏损停业。 ．．．

· 1912年(民国元年>

． 5月

是月 海城文明茶园，由大连接来电影片若干，正映问，电火四射，观众见状，．惊 ．

惶失措，拥挤之际，跌伤甚多，茶园险些烧毁。

墨年。京剧花衫张翠喜在牛庄演出《绒花计》、《打面缸》。
●

一1913年(民国二年)

30日 牛庄金桂茶园，从海城邀德国电光家(UP放映员)映出<(各国美景》，

盈门。

'0月

观众

1914年(民国三年)

是年 牛庄戏园，邀金玉娥，魏兰芬、十四红，金翠宝等演出京剧《三疑计》，

《汾河湾》，《杀府》，《翠屏山)》。

1918年(民国七年)

是年鞍山宝裕公司经理卢宝田在铁西(今八道街)修建一座剧院，俗称“老戏园
子一，木制结构板楼，内设条凳，可容四五百人。

△ 立山大同公司经理李春堂等人集股修建一座振兴楼(又名鸣盛茶园)。于旧

历十二月----i'll!日落成。春节时接戏班演出，是立山早期的戏园。

1919年<民国八年)

-4月

5日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鞍山小学校内(今实验小学)设立简易通俗图书

馆开馆，占房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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