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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20世纪大幕行将徐徐合拢，新世纪帷幕即将拉开之际，《烟台文化志》正式出版了，这是

烟台市文化艺术界的一件幸事。
烟台古属齐鲁之邦，历史源远流长。这块土地上勤劳智惹的人民，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

时，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尤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烟台人民紧跟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

拉动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喜人的业绩。近十余年来，烟台市广大文艺工

作者，深入探索，努力拼搏，使全市文化艺术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首届烟台艺术节及大
型经贸文化活动的开展，将文化与经贸相结合，做了有益的尝试，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及国内外

舆论的好评；经过多年对民族文化的挖掘研究，整理出如海阳秧歌等优秀民族民间文艺作品，

使民族文化得以弘扬光大；烟台市专业文艺团体多次在国内外的比赛和访演中，以精湛的演

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烟台乃至国家赢得了荣誉；文艺创作发展较快，一批作品获得了国

内、国际多项奖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获奖档次最高、获奖数量最多的时期；艺术教

育、文博、图书、文化市场管理、电影发行放映等文化事业-tg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群众文化形成

大文化格局，烟台市率先在全省开展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活动，至今有7个县市区被评为山东

省“社会文化先进县”，其中有6个县市区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1995年4月，

烟台市被国家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模范市”称号。

《烟台文化志》是根据中共烟台市委、烟台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1984年5月开始进行

搜集资料、采访、调查等工作。10余年来，编纂人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以严谨的态度，真实地记述了烟台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较详细地反映了烟台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文化艺术事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整个志书立

足于现代，上溯至1840年(个别章节上限还要久远)，下限至1995年。其集百余年为一瞬，所
包涵的各个文化层面宽泛厚重，各种资料较为翔实、丰富。

．编纂文化志书，是一项既浩繁又细微的工作，烟台市文化局的几任领导班子，都十分重视

与关注，为这部志书做了大量工作。烟台市文化局编志办公室的全体同志，默默无闻地付出了

艰苦和劳累，辛勤耕耘这片园地十余年，因而才有了这部志书问世。

“鉴古知今”，期望这部志书的刊印，会对烟台市文化艺术界乃至全市人民更好地贯彻党的

文艺工作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充分发挥文化艺术的功能，为两个文明建设，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是以为序。

绉．一勘
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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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盛世修志。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烟台文化志》编纂出版了，这是烟台市文化艺术事业

的第一部专业志书。

烟台地处沿海，历史上文化较为发达，特别是1862年辟为山东首先开埠的口岸以来，西方

文化的流人，与传统文化相融汇，使得此地的新文化涓涓成流。文明戏(即话剧)上演、钢琴教

学、西画普及、舞蹈流布等等，都为山东省首倡地区之一。继后，胶东根据地、解放区创演京剧

新编的历史剧、现代戏，为京剧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文化事业

的日趋繁荣，市有关艺术团体出访亚、欧、美各大洲，考古发掘出号称“东半坡”的长岛北庄原始

社会村落遗址，烟台市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模范市”称号等等，都曾为烟台文艺百花园

增辉添彩。

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几经变改篇目，采访近300多人次，收集文献、档案、口碑等资料320

余万字，与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联合编印了两辑《山东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烟台专辑)，

由烟台市牵头，与青岛、潍坊、威海四市文化局共同出版了《光辉的业绩》(胶东革命文化论文
集)等，共计67余万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试写、改定，先后完成了《戏剧》、《文学》、《音乐》、

《舞蹈》、《曲艺》、《美术与书法》、《摄影》、《图书馆事业》、《电影》、《艺术教育》、《群众文化》、《展

览》、《文化管理机构》、《人物》、《文物、博物馆事业》、《艺术节、经贸文化活动》、《对外文化交

流》、《文化市场管理》、《文化产业》及《大事记》等，共19章、82节，约52万字。

《烟台文化志》，是胶东第一次撰写的文化专业志，它应包容胶东半岛地区文化艺术历史发

展的全过程。但因时日旷久，门类繁杂，资料浩渺，在搜集资料过程中人员变动较大，而撰稿人

又未能全面参与对资料的搜集，加上编撰人员水平所限，故志书内容必有若干欠缺，诚望广大

读者予以指正。



凡 例

一、这部烟台市文化艺术行业志，旨在刊载烟台市文化艺术的以往和现状：为领导机关提
供历史鉴证和依据，为文化艺术系统及关心文化事业的各界，提供资料和佐证。

二、志稿综合文化艺术各门类，选19章82节组串(篇末附《大事记》)。

三、撰稿时间上限不限，重点突出1840年以后，下限至1995年。个别章节及照片无法割

断者。有所突破。

四、文稿采用记述体，个别节目采用编年体。有记、志、传、录、图、表等形式，以志体为主。

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体例撰写，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书稿前写概述，大部

分章首还写有一段概括性前言。
五、民国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之后用公元纪年。

六、编纂力求实事求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相对突出了《戏剧》、(3c物、博物馆事业》等

章，《文学>一章主要选自《烟台市志》。
七、近lO年以来，获奖统计中，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国文艺新

闻出版评奖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以全国评奖的37项文艺类奖及4项综合奖为主要收人内

容，并注意收录获得省级(即省文化主管部门及同级文联主办)各种文化艺术类获奖者姓名。

八、<人物》章依照“生不立传”之通例，故收人志稿者，均为已故烟台籍历代文化名人和有

影响的民间艺人，对烟台文化产生影响的客籍者亦尽力收入；对取得副高职以上的专业技术职

称者及市级拔尖人才等，列表收在《人物》一章内。人传者排列均按姓氏笔画为序。
九、志稿稿源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采访笔录、口碑资料和各县(市)区文化志、市

直文化单位简史以及《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烟台专辑)等，为篇幅所限，一般不注明出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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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烟台市位于我国三大半岛之一的山东半岛中部，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之一。诸多天时地利的因由，造就了该地区民众所具有的博大襟怀，体现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开
阔精神尤为明显。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尚善汲取有益的外来思想和文化，并在与民族

文化相互圆融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较明显的长进。胶东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烟台的文化艺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使传

统优秀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涌现出不少在国内外产生较好影响的剧目和作品。1978年以

来，烟台市的文化艺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越发显示出无限的活力和美E-的发展前景。

文化艺术的历史概貌

烟台的文化艺术，始自六七千年以前。由文物考古可知，原始文化遗址中，从贝丘、村落到

陶器、石器等文物，无不显示出鲜亮的文化特色。春秋战国时烟台属齐国，半岛至今仍存留若

干齐鲁文化遗产，并由此滋养丰满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文化瑰宝。由于胶东半岛古代盐丝等
商业的昌盛、开埠后对外贸易的繁荣及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培育，半岛的文化艺术有所创新
和发展。 一

古代文化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烟台的文化艺术烟台属于我国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胶东民众在创造社
会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左传》记述的《莱人歌》唱道：“景公死乎不

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这里的民众用歌声抒发胸中的烦闷，其矛头

直指宫廷。近几年出土若干文物，特别是海阳市嘴子前村先后出土东周时的纽钟、甬钟，其形

体硕大、装饰精美，在当时系为难得的艺术精品。当1994．年在此地又出土一座双立柱的黑漆

彩绘木架挂悬的9件编钟后，连并1977年蓬莱村里集出土的一套9件编钟及鼓、琴等乐器，这

块土地上已连续数次搜集到了西周晚期乐器及带铭文的青铜器，由此可见该地区文化艺术发

展之一斑。纵观此时期的文化艺术，与当时诸侯林立的经济基础相呼应，体现了诸多文艺形式
发展参差不齐的特点。

秦汉时期烟台的文化艺术汉代，烟台的文化艺术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尤其在文化开掘

的深度上有长足进步。西汉时掖县人费直，系统注释《周易》，被世人誉为“费氏易”。东汉东莱

人徐岳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算盘——游珠算盘。东汉著名学者、发明家、书法家左伯，发明了

“左伯纸”。

南北朝时期烟台的文化艺术书法上有过一段辉煌。当年光州(现莱州)刺史郑道昭的隶
书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至今保存完好的莱州云峰山《郑文公下碑》最享盛名。被誉为

“隶书之极”。名日碑，实为摩崖。后人称此碑为“篆势、分韵，草情毕具”，有“云鹤海鸥之态”，

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还有《论经书诗》、《观海童诗》、《咏飞仙室诗》、《耿伏奴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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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之山题字》、《九仙之名题字》、《赤松子》、《王子晋》、《安期子》、《羡门子》等刻碑及莱州道

士谷北朝刻石《南山门题字》、《仙坛铭告》、<中明坛》、《青烟里》等尚在，是南北朝烟台书法艺术
繁荣的最E-印证。

隋唐时期烟台的文化艺术这一时期留下的文物遗迹和出土文物不多，但从经济和科技

发展的水平足可想见当时文化艺术方面的繁荣和水平。自汉至唐，烟台的丝绸和刺绣种类多，

图案美，技法秀。这些富有文化艺术品位的织品、绣品传到长安，通过西行丝绸之路，销往西亚

和欧洲，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烟台。销往朝、日，并转向东南亚。

宋、金、元时期烟台的文化艺术宋、金、元时期烟台地区的文化艺术较为兴盛。音乐艺术

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准。据《道藏·七真年谱》记：栖霞县丘处机，在金大安已巳(1209)年曾听

音乐即兴赋诗，丘处机“大安己巳，胶西醮罢，游崂山，命黄冠士奏《空洞步虚》毕，乃作词一首，

名日《青玉案》”。又据《宁海州志》记述有金世宗时(1162一1189)牟平城区的一次琴演奏实况：

“钰与云水宗[僧]竺律师、殿试范寿卿，相会于郡城之北的三教堂，因焚香晏坐听郝州道士王大

师鼓琴久之，亦一时之盛会，日仄则有乡人云集，由此作琴操《归山操》。”当日牟平城“乡人云
集”听琴，而有感而发作琴操的马钰(即马丹阳)以琴和唱咏。此时的民间演唱艺术，已形成相

当规模。流传至今的海阳秧歌，便是当地劳动人民创练了较有特色的乐舞并涵融了宋乐舞的

遗响，比如至今领秧歌的“乐大夫”手中的“拂子”及“伞”等器物，便是传统宋乐舞的道具。于金

大定七年(1167年)在胶东宁海发祥的全真道，蔚成中国道教两个教派之一，在胶东地区成长

的“全真七子”，成为全真道七个宗教领袖，大都有著述留传于世：马丹阳著《洞玄金玉集》、《神

光璨》等；丘处机著《碡溪集》、《大丹直指》等；刘长生著《至真语录》、《仙乐集》等；王玉阳著《云

光集》、《清真集》；谭处端著《云水集》；郝大通著《太古集》、《太易图》等；孙不二著《不二元君法

语》等。另外，此时期还有尹志平著《葆光集》、a匕游录》；宋德方著《乐全前后二集》等。以上这

些著述均收入《道藏》。

明、清时期烟台的文化艺术明、清时烟台的文化艺术，达到了古代时期空前繁荣阶段。

这期间见于史籍的有：宋琬《安雅堂诗集》、李赞元《信心斋疏稿》、宋继澄《万柳堂集》、张允抡

<布范堂集》、姜蜾《敬亭集》、郭天锡《野航吟稿》、董樵《南游》、《贾游》、《人山隅记》等、毛纪《鳌

峰类稿》等、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及《左忠贞公剩稿》等、郝懿行《尔雅义疏》及《山海经笺疏》、

王照圆《诗说》及《烈女传补注>、刘日义《勾股图》及《南待箕术》等，周悦让《倦游庵集记》、宫卜

万《四香馆文集》及《昆嵛贴》和《登州补遗考记》等、谢乃实《蛤垆山人文集>、翟云升《说文形声

后案》及《肄许外篇》等、吕海《奉使金鉴》及《庚子海外记事》等、王懿荣《正续亭诗文集》及《汉石

存目》等。 ．

明清时期烟台的民间艺术日见繁荣。海阳秧歌表演形式渐见宽泛，掺杂武术、杂技于其

中，更贴近民众；于清中后期在牟平兴起的“莱山武会”，集演、唱、表演和故事于一体，较好地满

足了观众的欣赏所好；“蓬莱大杆号”以浑厚雄壮的军乐特色，催人奋进，给人以鼓舞；一部分民

间祭祀形式，如“蓬莱烧纸调”从祭祀的主旨逐渐转向民间娱乐功能。使娱神功能与娱人功能较

好地掺杂在一起，尤其在烧“太平纸”时，人们可在这种传统祭祀乐舞中听到喜庆丰收的欢娱

声；一些民间说唱形式注入民众生活之中，如《莱阳县志》记述年节来临之际，民间娱乐时“更有

蒙皮于竹，击以为节，谓之打渔鼓”；胶东大鼓(早期在胶东称为“盲人调”)也在烟台城乡广为传

开；民间剪纸在烟台城乡普遍流传，每当春节，家家窗户上常有红窗花，映着冬日的瑞雪，别有

一种情趣。 ．

烟台地区于清咸丰元年(1815)，便有京剧戏班演出京戏。莱阳王洪奎戏班于咸丰元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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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名角“活关公”为师，授徒组演京戏，演出的剧目有《大登殿》、《鞭打芦花》等。

近代文化艺术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传人中国。1862年山东省首先开埠的烟台，资产阶级革

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烽火先后在此熊熊燃起。烟台的文化艺术无疑受到极大的影响，尤以胶

东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化艺术之变革为最。此期间文化艺术的突出特点是内容上含融了

资产阶级革命及西方思想色彩，形式上吸收了若干西方文化特色，同时革命文化的向前的、属

于人民大众的豪迈和激情也较充分地显现出来。此时的文化艺术为以往传统文化艺术所不能

涵盖，而更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具体表现为：

京剧的革新胶东地区因地利所致，与京、津、沪交通便利，其文化交往尤为突出。京剧自

徽班进京不久，旋即传人胶东半岛，若干子弟班、戏班竞相成立。据马少波《京剧发展史光辉的

一页》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胶东根据地的12．500个农村俱乐部中，约有三分之一有京剧
演出活动。”在胶东根据地工作的新文化工作者们，于20世纪30年代末便对流行于当地的传

统旧京剧进行大胆的改革，并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创作的新编历史京剧《闯王进京》久演不衰，

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一批像《木兰从军》、《了缘和尚》等剧目。起到了较好的

历史作用。同时，培养造就了一批京剧改革的人才。如在60年代兴起的京剧改革活动中涌现
出的马少波、于会泳等人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文明戏”及话剧事业的发展烟台开埠以来，西方文化乘机而入，市区于1911年便有“文
明戏”(又称“新剧”)上演，初演的剧目为《波兰亡国惨》。至30年代，“文明戏”后被称为话剧。

烟台市的“青年话剧社”、“河山话剧社”等话剧表演团体相继成立。1945年烟台市举办话剧公

演，有“新生剧团”、“学联剧团”等7个专业和业余剧团参加为期6个月的演出活动，上演了

《难》、《雷雨》、《腐蚀》、《深渊》等近20出大型话剧。同时，胶东解放区的新文艺工作者们还编

创了大型话剧《暴风雨之夜》等近10出，为鼓舞民众抗日救国，献身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歌曲、歌剧创作的崛起抗日战争爆发后，烟台出现了救亡歌咏活动高潮。胶东抗日革命

根据地建立后，逐渐培养了一批歌曲作者，一些像《我们是世界的创造者》、《快乐的民兵》等优
秀歌曲广为流传。继而根据地、解放区专业文工团上演了自编的歌剧《三世仇》、《农公泊》等。

其中《农公泊》和《三世仇》演出了数万场次，在当时影响颇大。

文学的发展烟台的文学发展自“五四”以来，发表了若干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主题的小

说、诗歌、散文等。蓬莱杨振声在《新潮》、《晨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渔家》、《贞

女》、《磨面的老王》等，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抗战爆发后，胶东根据地涌现出不少作家和诗

人，如罗竹风、董均伦、峻青、申均之、包干夫等。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如《马石山上》、《黎明河

边》、《小马参军》、《血染潍河》及诗集《初航集》等，都有满含激情的倾诉。

当代文化艺术的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烟台作为山东沿海城市之一，文化艺术的发展得到了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支持，传统文化在经过逐步改革后焕发了新的青春；文学创作也步人新的

历程，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力作；戏剧及音乐、舞蹈及其他文化艺术品类也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美

术、书法事业犹如雨后春笋，出现了齐头并进的盎然景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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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艺术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戏曲艺术蓬勃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烟台市对旧京戏班进行了有步骤的“戏

改”工作。组织了剧团的民主改革和艺术改革，调动了演职人员对排新戏、演新戏、创编新题材

戏曲的积极性。全市现有专业京剧团5个，这些剧团排演了一大批较有特色的传统京剧及新

编现代京剧，如《父子忠烈》、《千里走单骑》和《尖兵颂》、《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目。还创编了

《雄风祭酒》、《张飞敬贤》等传统历史京剧。建于1956年的烟台市京剧团在排演传统戏的同

时，编创上演了历史京剧《千里归凤》、《牡丹魂》、《孤城忠烈》、《甲午恨》及现代京剧《飞云崮》、

《烽火寨》等。其中《甲午恨》被列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精品工程”提名剧目，被国家文化

部列为全国重点剧目，获山东省“五个一精品工程”特别奖。该团积极派出选手参加省以上各

类比赛评奖活动。1987年，演员张萍、董翠娜双双获“全国青年电视大选赛”旦角组第一名；王

晓燕获1991年“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最佳表演奖。烟台市京剧团演员董翠娜获得第

16届全国戏曲“梅花奖”。该团应邀4次出国访问演出及商业演出，足迹遍及南亚、南美、西

欧、东欧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烟台市业余京剧活动，亦较为活跃。由傅志鉴等人发起成立

的“同乐会”，1950年改为烟台市业余京剧团，经常组织京剧演出活动，还曾把演出收入捐出赈

济皖北灾民。80年代以后，烟台市成立多个京剧研究会。如芝罘区京剧研究会的活动开展得

有声有色，该会会员获得1993年全国和平杯中国京剧名票选拔赛“十佳票友”称号。还编创排

演现代京剧《啊!眼睛》等及新编历史剧《冷月芳影》等剧目。烟台市吕剧事业自1949年至今，

发展迅速，现有专业剧团4个。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及“古为今用”方针指引下，广大吕

剧工作者对剧种的表演、唱腔等方面予以大胆改革，做出了许多有益尝试。建于1956年的烟

台市吕剧团先后改编了大型吕剧《迎春花》、《苦菜花》，新编了大型传统吕剧《郑盈盈》、《三看御

妹》、《泪洒相思地》、《海盗的女儿》及大型现代吕剧《大寨花开》、《青山梅》、《难当的女人》、《孔

繁森》、《荣辱悲歌》等，其中《海盗的女儿》由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片上映。《难当的女人>

获1994年山东省“五个一精品工程奖”，《荣辱悲歌》获1996年山东省吕剧汇演多项奖励，并应

国家文化部邀请晋京展演。莱州市吕剧团编创上演现代吕剧《小岛风情》获第五届“中国人口

文化奖”一等奖。

音乐舞蹈等艺术日益繁荣1949年以来，烟台市的音乐舞蹈事业发展很快。音乐舞蹈工

作者在搜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做出了较大贡献。挖掘整理的胶东民族器乐曲《四大

调》等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挖掘整理的“海阳秧歌”各种组合较为齐整，

被称为山东“三大秧歌”之一，其表演获多项全国大奖。编创的《海阳秧歌》于1994年获第四届

中国沈阳国际民间舞蹈节“金玫瑰奖”，海阳市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文化之乡”称号。

烟台市音乐舞蹈工作者创编了大量音乐舞蹈新作，其中《春汛渔歌》(筝曲)等获得了全国音乐

舞蹈比赛一等奖及多项奖，舞蹈《细雨情丝》、《耕海》获“群星奖”金奖。烟台市文工团上演了歌

剧《刘三姐》、《红珊瑚》、《哑姑泉》等，并创作了歌剧《毕英兰》、《昆山劲松》等，参加山东省会演。

该团创作的筝曲《丰收锣鼓》收入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器乐曲教材。烟台市话剧团曾编创多出话

剧，如《在s城的日子里》，参加山东省戏剧月会演。该团上演的《南征北战》、《艳阳天)、《霓虹

灯下的哨兵》等，演出水平高，观众反响强烈。烟台市歌舞团是在烟台文工团、烟台市话剧团、

烟台市艺术团等文艺团体基础上于1995年创建的，在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方面做了大量有

益的尝试。该团曾3次赴日本访问演出，上演了舞蹈《背河》、《盘丝洞》等及民族器乐曲《夸山

东》等音乐舞蹈作品。话剧演出保持兴盛的势头，近期创作排演话剧《净土一方>，参加山东省

艺术节，获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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