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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经国务院批准， “文化志"列为文化部门“十大集成"之一，是县

级以上文化行政机构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其听反映的内容，是

《史记》以来中央和地方志书所不能缺少的。

石阡自明代置府以后，历经多次修志，反映了封建文化逐步繁

荣、人才辈出的概况；然而，群众文化却末受到应有的重视。I。C36

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石阡，l 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相继注入了

革命文化和抗日救亡文化宣传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石阡群众

文化大发展。同时发展了戏剧、电影、图书经销、图书馆藏事业以

及文物事业。党和政府加强了对文化事业的领导，认真贯彻了党在

各个时期的文化方针政策，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这是历史上任何

朝代都不能相提韭论的。

为反映石阡文化发展状况，《石阡文化志》的编纂工作历尽了

艰辛，史料的散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除“文革”中文化艺术

资料大量受损而外，1 98 5年元月县城民主街居民失火，使石阡县文

化馆、图书馆被焚，资料严重损失。数年来，本志编辑人员发挥了

“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上至地区文化局、铜仁京剧团、文工团

等，下至农村俱乐部(文化站)，多方搜集资料，同时大量采访文

化知情人及民间艺人，重新恢复建立了文化馆等单位的资料档案。

在各文化单位编辑完成“分志"篇目的基础上，又自筹资金着手总

纂工作，完成3 0多万字的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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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我们的修志工作道路曲折，错过了“宿头”，虽有

了志稿而苦无资金，难付梓枣。不得已只好八方求援，乃至公开集

资。在集资过程中，不少单位领导和职工，出于对文化史料的珍

重，慷慨解囊，致以厚望．在这一意义上说，石阡文化志的付印成

书，是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心、支持的结果。为此，特向资助单位：

县粮食局、县农行、县建行，县烟草公司、县石油公司、县饮料厂、

县民委、县民政局、县教育局、县邮电局、．县物价局、县工商局、

县林业局，县国税局，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县印刷厂等单位及

某些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石阡县文化志》编辑委员会



．凡 例

一、本志所述文化艺术事业，以石阡县文化局业务范围为限．一度曾管体育、广播

不述，业余文化教育与群众文化关系密切，且县《教育志》未叙，本志专节叙述。

二、本志为石阡县第一部文化艺术志，不上限，下限时间为1 9 8 9年底．着重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各项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史实。

三、 “大事纪”按年代顺序编写。正文中详述的只列标题，未述的记叙较详．

四、某些事实须全面详述或作为资料保存的，在正文之后附以表册、照片、歌页和

补充资料等。

五、文艺创作原则上载录省市级以上发表、演出、展出的作品，为顾及创作的群众

性，选录部份县内刊载、演、展的业余作者习作。

六、历史文化人物志述部份对于文化艺术事业有一定贡献的人物；不包括健在的文

化界知名人士和一切1日知识分子．

七、本志用语体文记叙。录用文言文和古诗词不加注释．．

八、关于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旧纪年，韭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

纪年。

九、省略提示：l 9 6 6一一i 9 7 6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时简称“文革。，

l 9 7 8年l 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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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石阡建置较早而历史文化悠久。据考证秦始垒时置为改郎县，历汉、晋、隋、唐皆

有州县建置。元代置为“石千”军民长官司。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 4 1 3年)置石阡

府，清代凶之；民国三年，(1 9 l 4年)改府为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石阡各族

劳动人民。在刨造物质文化的同时，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艺术。仅管古代资料阙如，而在

世代相传的民问文学艺术、文物胜迹以及省、府、县《志》中保存下来的部份石阡历代

“艺文”和山水人物等记载，足以证明石阡是一个古老的文化之乡。

近百余年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多次剧烈变革，石阡的文化艺术事业，也随着社会变

革而不断发展。红军长征经过石阡，带来了革命的群众文化活动，影响极为深远；
1 9 3 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石阡的文化活动即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地展开。1 9 3 9年

石阡县民众教育馆成立．使石阡首次有了群众文化事业机构。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

实行所谓“戡乱建国”的反动方针，打击一切进步文化活动，石阡民教馆有名无实，石

阡的文化活动边受艘残，1：1趋萧条。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艺术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份。党和政府

高度关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努力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

五十年代初期，建立了石阡县文化馆，成为石阡群众文化活动的辅导中心，同时建

立了人民书店，不久改称新华书店石阡支店；电影艺术也到达石阡。1 9 5 6年成立石

阡县电影一、二放映队，巡遇于全县放映，同时成立石阡木偶戏剧团。1 9 5 8年成立

石阡文工团，建成石阡县电影院，韭试办了龙塘、中坝、白沙等文化站。这些文化事业

机构，属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管理。l 9 5 5年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农村俱乐部。

l 9 5 8年至1 9 6 1年间，在“大跃进”的急躁冒进之风影响下，开展所谓“放

卫星”之类活动，使石阡文化艺术事业一度遭受挫折。

l 9 6 2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我县文化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至l 9 6 5

年有了农村电影放映队4个，有县电影管理站负责城乡电影管理工作。新华书店结合基

层供销社建立和巩固了图书发行网点。县文化馆以“三史教育”为中心进一步辅导开展

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农村俱乐部一一文化室达到3 I 5个。文化馆先后十年一直成为全

省群众文化事业先进单位；文化馆辅导的河东俱乐部、栏桥文化窒亦相继被评为省级先

进单位。多次举办文艺会、调演。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

否定十七年，推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反动的文化虚无主义，使各项文化艺术事业遭受

了一场浩劫，尤其是民间艺术造成=广难以挽救的损失。 “文革”后期文化活动虽有所复

苏，但仍未能摆脱极“左”思想政治路线的桎梏。

I 9 7 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石阡文f{二艺术事业得以健康地发展。县

文化馆致力于革命文物、历史文物和民间艺术的发掘与抢救工作，进一步推动群众文化



活动．I 9 7 9年在县文化馆图书工作基础上，分建了石阡县图书馆。

l 9 8 4年2月，石阡县文化局独立建制。各项文化事业百废待兴。同年，建立了

石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物管理所。县电影院、新华书店、图书馆、文化馆等都先后

进行改建和扩建，基建任务很重。先后落实省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十七处，进行了大

量维修保护工作。先后建立区、乡级文化站三十三个，以加强农村文化辅导．县电影公

司下属有县电影院和六个县办电影队，发展了农村集体电影队二十五个和个体电影放映

户二十多户．至l 9 8 9年底止，国家文化于部职工，从1 9 5 3年的五人增加到七十

八人I各类国营文化设施从无到有，l 9 8 9年各单位的建筑房产占地面积，共达六千

二百多平方米．县图书馆的藏书，从四千多册增加到一万五千多册，县新华书店迅速扭

亏为盈， I 9 8 9年的销售总额突破了百万元大关．

1 9 8 4年成立了石阡书画协会和摄影学会，多次举办了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和

与外县联展，推荐了一些好的作品赴上级展出。l 9 8 6年文化馆与县民委创办了《热

泉》文学季刊，团结了县内外大批业务作者从事文学创作，被誉为贵州最有份量的县级

文艺刊物．不少文学作品在省市和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抢救了石阡的革命文物、历史文物和民族民间文化

艺术．先后编辑了《红军长征在石阡》、《石阡县文物志》、《石阡花灯简志》和《石

阡县故事、歌谣、谚语集成》．

在修志工作中，我们缅怀曾为石阡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历史文化人物，缅怀扬

名全国的石阡籍文化艺术名人．他们对文化艺术事业的不断进取精神和业绩，永远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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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纪

民国=十五年(1 9 3 6年)

中国工：＆红军长征经石阡，在石阡城乡开展了多方面革命宣传、戏剧演出活动。

民国=十七年(1 9 3 8年)

城乡巾小学掀起抗日救国文化宣传活动。

民国=十八年(1 9 3 9年)

石}矸县民众教育馆成立。

民国三十二年(1 9 4 3年)

铜仁溯剧仁寿班来石阡，成立石阡湘剧院。

民国三十五年(I 9 4 6年)

石阡中学集资兴办文化服务社，经销中小学生教科书和作业本．

一九五O年

石阡县人民政府年初设教育科，8月更名文教科，领导社会文化和教育工作。

l 0月，隆重庆祝第一个国庆节，县城演出翻身戏《血泪仇》、《大家欢喜》等。

一九五一年

县城举行元旦节游行庆祝活动，同时举行歌咏、秧歌舞比赛，奖第一名。

春节举行首次军民联欢晚会，驻军演出《刘胡兰》，学校演出《王秀鸾》等戏剧。

4月，省电影队来石阡，首次放映有声电影、大型战斗记录片《大西南凯歌》。此

后在城乡巡迥放映。

5月，成立石阡县人民文化馆。

8月，文化馆辅导建立城区常年业余夜校。

lO月，成立石阡县人民书店。后改称石阡新华书店。

一九五二年

文化馆组织“文化担”下乡，宣传幻灯、图片、图书。。

3月，组织城区业余夜校文艺宣传队到龙塘、大沙坝、平地场、花桥等场镇演出．

10月，建立溪口、老校场等农村图书室。

省电影队深入乡镇放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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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5月

6月

8月

一九五三年

城郊花灯、茶灯、龙灯队进城庆贺元宵，文化部门鼓励群众玩灯．

杨和胜出席省第一届文代会。

成立县城业余剧团。

文化馆到高塘乡堕角村蹲点开展农村群众文化辅导工作。

一九五四年

5月，文化馆举办首次县城音乐培调班。

10月，组成文化服务队到中坝、白沙、聚凤、本庄等处进行宣传活动．

11月，举办揭露反动会道门和物资交流大会联展。

发展农村幻灯组，开展“以点连线”活动。‘

一九五五年

春节，文化馆首次举办花灯会演。木偶戏艺人来城演出木偶戏。

省电影4 2小队下放石阡，成立石阡县办第一电影放映队。

8月，建立高塘乡堕角农村俱乐部。年底又建河东、自沙俱乐部。

新华书店建立本庄、龙塘图书发行点．

一九五六年

春节，举行全县民问艺术会演，同时举办业余文化骨干培训班．

以县城业余剧团、城小、石中组成三支文艺小分队，分赴龙塘、花桥、五德、中

坝、北塔等地宣传演出．

全县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群众文化高潮，年底建成9个俱乐部和若干单一文

化组织．文化馆创办《俱乐部通讯》刊物．

7月，成立石阡县木偶戏剧团。

7月下旬，文化馆被评为先进单位。电令杨和胜出席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因

时间关系未曾赴会)．

8月，黄国挠等从省文艺干校学习归来，组成电影第二放映队．

新华书店与县供销社联合成立6个区供销门市图书柜经营图书J同时发展9个农村

图书发行点．

11月，选拔民间艺术节日，组队出席铜仁地区首届工农业余艺术会演。

12月，出席省首届工农业余艺术会演。《阉五更》等剧获奖。演员蔡正英留省排练

节目．

12月，杨和胜同崔登科、杨绍昌出席省第二届文代会．会期，省苗族作家伍略写报

告文学在省刊上介绍石阡民间艺人．

一九五七年

3月，县城业余剧团演员蔡正英出席北京，参加全国文艺会演归来．

县城业余剧团改组为业余湘剧团和业余歌舞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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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建立龙塘区文化站，派余沅昌主持站的工作，半年后任龚绍朴为站长。

5月，在本庄，龙塘、花桥、青阳等处举办俱乐部骨干培训班。

省和地区文化艺术团体演职员多人来阡，调查龙塘、川岩坝等地花灯艺术。省《农

村俱乐部》编辑来阡调查崔登科、杨绍昌等民间艺人的剑作经验。

8月，建立中坝区文化站，由河东俱乐部主任刘明诗任站长。

IO月，举办全县业余文艺创作征文比赛。

一九五八年

2月，建立自沙区文化站。监以自沙。中坝两站举办文艺会演和俱乐部骨干培调班．

春节，全县1 2 7个农村俱乐部普遍开展活动。有近4 0个俱乐部到水利、公路、

厂矿工地演出。

3月，县城业余歌舞剧团改组为半职业性花灯剧团。8月成立石阡县文工团，10月

县政府投资2万余元为文工团购置服装幕布等设备。

4月，杨和胜赴北京，出席全国农村文化工作会议。

县文卫党组号召“全党全民大办文化事业”．县、区、乡分别成立。文艺卫星”领

导小组，领导各项文化事业。大跃进”。

5月．总结河东俱乐部“四合一”夜校经验。全县掀起全民学文化高潮。

9月，各区乡相继成立民办文化馆(站)、文化宫、文工团(队)。农村俱乐部化

整为零，随大兵团作战搬上工地、田问活动。

IJ月，修建。八一”街电影院．次年竣工营业。

12月。成立县第三电影放映队。

建成石阡新华书店一楼一底平房．

农村图书室从I 4 8个扩展为8 5 0多个．

下放木偶戏剧团。

一九五九年

6月，下放4 3个乡文化站和区乡办5 1个脱产、半脱产的文工团l 0 0 0余人参

加农业生产。不久又恢复上马。

新华书店设立6个区图书门市部，建区乡图书发行网点2 7个。

9月，为编辑贵州解放十周年纪念丛书：《石阡红旗飘》，文化馆撰写“万紫千红”

篇，反映了建国十年文化艺术发展简况。

lo月，举办大型国庆文艺会演，大型图片展览。演出大型歌剧《徐志兰》等。

11月，组队出席地区第二届工农业余艺术会演。

12月，在中坝河东召开全县文化工作现场会，评比先进单位。

一九六O年

元月，成立石阡县电影管理站。

2月，组队出席地区第三届工农业余艺术会演。各区文化站站长出席观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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