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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实事

求是，忠于历史为基本原则．

二，本志按1990年松花江地区行政区划的方域立卷．

三，本志上限始于清乾隆四十—年(1756年)。下限到1990

年．

四、本志由四部分组成，即概述．大事记、志略、人物传

记．志略包括戏剧、曲艺、杂技与魔术，电影、群众文化，图书

文物、文化行政机构等七篇．

五．本志人物传记。以1990年为下限，即在1990年12月

31日以前病放，对松花江地区文化艺术发展有贡献的人物予

以立传．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年号为先(夹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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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松花汪地区文化局局长曲敏

《松花江地区文化艺术志》的编纂工作，经过多年努力，现

已完成．这是文化艺术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文化

艺术功在后人的一项建设工程．

松花江地区的文化艺术历史源远流长．早在1756年皮

影戏的面世，接着莲花落、二人转的传人与发展．拉林水镜台

戏楼的出现，一面坡铁路俱乐部的建造，茶社戏院的兴起．电

影的传人⋯⋯使本地区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蔚为壮观．

东北光复后，本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群众文

化艺术活动空前活跃，扭新式秧歌，唱革命歌曲。监余剧团纷

纷上演新剧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艺术工作出现

飞跃性发展，民营剧团，合作剧团遍布城镇，众多民问艺人活

跃于广闼村屯．至五十年代中期，县一级国营剧团、文化

馆、图书馆(室)、电影院、新华书店等文化设施已经健全，为

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展起到了保障和推动作用．

本志上限自1756年皮影戏传人开始。下限至1990年年

末．在这漫长的历史期间，松花江地域历经了清代．中华民

国、伪满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阶段．不同的社会．给文

化艺术打上了不同的历史烙印．《松花江地区文化艺术志》较

客观地记述了各族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文化艺术事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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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贡献，较翔实地为后人提供了一部文化艺术方面的历史

资料，定会为人们了解，认识、研究松花江地区文化艺术事业

的发展具有参考、借鉴，启迪的作用．

在地委、行署的关怀、领导下，本着求实存真、略古详今的

原则．根据各县(市)的文化艺术志书、稿．缩纂的《松花江地

区文化艺术志》突出了史实性、地方性和科学性，经过多次审

核，修改、校正，几易其稿，终成此书．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省文化厅史志办、地区史志办

的关怀、指导。得到了各县(市)文化部门和各界朋友的支

持，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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