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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昌乐县的文化事业，过去没有专志记载。特别是建国三十多年来，蓬勃发

展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文字记载上仍是空白。因此，趁一些了解昌乐文化

历史的老一辈革命者、当事者还健在的时候，抢救史料、抓紧集编一部观点

正确、是非分明、体例完善、内容详备的文化志，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前

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使社会主义文化为"四化"服务，尤为重

要。

昌乐文化志是地方专业志的一种。它是文化之全书，也是县志的组成部

分。因此，本志在内容记叙上力求详尽，举凡文化事业中的专业业务，建置

沿革，人事更变，俱收其中，以承前启后，察往知来。

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按照"尊重史实、

秉笔直书"的原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略古详今，古为今用。对解放

前的历史进行简要的概述，着重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动统治和文化专制，对

解放后的历史，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实事求是，以史为

镜，着重阐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这两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歌颂在党的领导下，全县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

贯彻"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在各个历史阶段取得的

成就。与此同时，在叙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既总结经验，也吸取历史教训，

力争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为当代和后代提供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由于编写人员的政治、理论、文化水平以及编写工作经验的局限，错误

与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凡例

一时间断限

本志从我县文化事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上限定自一八四0年，下幌至一

九八三年。特殊情况可因事而异，上溯更远一些〈即从事物的第一次出现为

始〉。

二文体、文风

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明、通俗。杜

绝假话、空话、犬话、套话，按照"秉笔直书"的原则，把事件的是非功过，

得失起伏、经验教训均寓于事实记叙之中，让事实说话，笔者不如评论。

三体裁〈结构形式、层次名称〉

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细目五体组成3

四 关于人物立传问题

本志根据全国地协《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 )>有关规定，

遵循我国史学惯例"不为生人立传"。必要时只编写其事迹，叙录于有关

章节中，或作资料保存，以备后用。其他立传标准，均按全国地协七条标准

而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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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年表

民国六年( --九一七年)昌乐县通俗讲演所成立。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吕乐县最早的京剧表演艺术团体"三庆班"组成。

民国十九年九月(一九三0年九月)昌乐县民众教育馆成立。

民国三j--_.年(一九四二年)埠南庄京剧科班建立。

→九四六年昌乐县委在解放区( 1I臼胸县南庄)成立文工队。

→九四九年十月昌乐县文段科成立。

e一九五一年四月建立新昌剧院。

一九五--年七月昌乐县文化馆成立。

一九五二年二月昌乐县新吕京剧团成立。

一九五二年举办昌乐县第一次展览。内容是刘清山、张子善等人的罪恶活动及昌乐

县"三、五反"情况。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国办郎部文化站建立。

一九五四年六月在县城东关建立曲艺场。

一九五五年翻修新昌剧院。

-九五五年九月昌乐县电影队建立。

一九五六年省文化局对民间职业艺术团体登记。昌乐县京剧团于五月三日签领了登

记证。

址。

一九五六年八月文教科分设为文化科、教育局。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举行全县第一次业余文艺会演。

→九五七年二月昌乐县电影放映中队成立。

一九五八年郭沫若给昌乐县委书记王永成关于文物的复信。

一九五八年京剧团搞"百日奋战"分队下乡演出。一百天内演戏四百八十场。

一九五八年六月文化馆从县城迁至高崖公社邢家庄大队。同年九月底迁回县城原

一九五八年建立昌乐县展览馆。

)九五八年建立国办马宋文化站。

一九五九年建立人民剧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昌乐县吕剧团成立。

-九六0年昌乐县电影队制成我县第一部照相录音幻灯片《昌乐新闻一号>> 0 

}九六二年文化科教育局合井，成立文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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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九六四年八月昌乐县京剧团排j演寅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

这年九月二日在j淄面博洪武剧场演出最后一场古装传统戏《芙奴传》儿。从此古装传统戏停

演13年。

-九六五年秋由政府拨款，修建昌乐县文化馆新址。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县委派工作组进驻京剧团，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被指控为

"资反"路线，工作组撤出。

一九六六年九月，昌乐五中"红卫兵"勒令京剧团焚烧戏装，损失价值拾万余元.

一九六八年二月由文化馆、电影队、职工俱乐部、剧场、职工业余学校五个单位合
并，成立"工农兵文化服务站"。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昌乐县京剧团党支部成立。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昌乐县电影管理站成立。

」九七二年十二月昌乐县第一批八点七五毫米社办电影队成立。

←·九七三年七月成立昌乐县电影管理站党支部。

---九七四年因搞"批林批孔"运动，昌乐京剧团一年内只演出四场戏。

一九七五年六月乔官公社电影队不慎失火，损失一万一千元。

一九七六年一月文化馆党支部成立。

一九七六年电影管理站工会成立。

一九七六年建立第一批社办文化站七处。

→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将吕乐县七个国办十六毫米电影放映队下放到公社o

--九七七年十二月京剧团恢复上演传统戏。

-九七八年六月昌乐县文化局成立。

---九七八年八月开始筹建昌乐县电影院。

一九七九年六月昌乐县图书馆成立。

一九七九年七月京剧团占用文化局给图书馆征用的五亩地，在水手u局、二工局之间

建立新团址，当年建房二十八间。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昌乐影院正式对外营业，首场演出影片"早春二月"。

←一丸)\..O年十月文化局在京剧团新址西，征用土地五亩，当年建房20间，一九八一

年春迁新址办公。

一九八一年建立了我县第一批公社文化中心站两处。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昌乐县文化局党组成立。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昌乐县图书馆党支部成立。

一九八二年四月三日《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同志，应邀到海坊讲学，在此期间 去

来昌乐省亲作短期逗留。

一九八二年七月昌乐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并筹建电影公司办公楼。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戏曲研究所所长曾白融，山东省戏曲研究室主任

李兆壁等三人，来昌乐县包庄大队看县京剧团下乡演出，所看剧目《王宝暂iI >>。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文化馆首次组织春节花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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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作家刘国良同志应邀

来昌乐讲学。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唐纪同志来昌乐访问。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日，著名作家浩然同志第二次来昌乐访问。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至十二月二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李仰松教授，率领部分学生来

昌乐邹家庄古遗址进行考古实习发掘。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山东文学》在昌乐举办创作学习班。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中国科学院派郑学正、肖增岳两同志，来昌乐调查乔官团

山子新第三纪玄武岩火山情况，并建议将此山作为自然保护点。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全县在崔家庄公社召开文化中心现场会

议，并组织去临胸县参观一天。

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七人来昌乐，为拍摄电视剧《姜守本当

去》选景。并定于四月份来昌乐开拍，五月十二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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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概 述

第一章建置沿革与机构设置

昌乐县的文化艺术事业，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经过三十多年的除旧布新，逐渐发

展起来的。旧社会，昌乐县的文化艺术事业十分落后，既没有设置专业机构，更没有专

业队伍。-九三0年九月，县长王金岳把原来的通俗讲演所改建为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

馆作为统治阶级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工具存在下来。

建国后，昌乐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艺术事业，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成立了昌乐

县文教科，领导全县文化事业。

F一九五六年八月，为适应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需要，将文教科分设为文化科、教育局。

-.~..九六二年，在机构调整中‘文化科与教育局合并，成立了文教局。由 J名专职副

局长和一名专职业务干部分管文化工作。

→九七O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政治部宣传组，文化工作归宣传组直接领导。

一九七五年，恢复文教局，由一各专职副局长、-名专职业务干部分管文化工作。

一九七八年六月，成立昌乐县文化局。设局长、副局长三人。受县政府和县委宣传

部的直接领导。文化局下设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司、京剧团四个基层单位。

昌乐县的文化艺术事业，解放后在专业领导机构的帮助下，县城基层文化建置也逐i斩

发展壮大。一九五一年，建立了人民文化馆(包括图书、阅览、文物) ;同年成立了新昌

剧场。一九五二年成立新吕京剧团。→九五五年成立昌乐电影队。一九五八年"大跃进"

时期，建立了图书馆、博物馆(后因资金、人力不足，于一九六二年撤销)。→九五九年

又建立了人民剧场。→九七九年建成昌乐电影院，同年建成昌乐图书馆(包括文物)。

为了加强对农村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一九五一年，在郎部建立公办文化站。一九

五八年，在马宋建立公办文化站。同年，全县十四处公社都建立了民办文化站，由于领

导和人员等问题，先后撤销。

一九七五年，根据上级指示，采取社办公助的办法，又在全县十四处公社先后办了

文化站，并配备了站长。

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初，在红河、朱;XJJ、崔家庄三处公社建立了公社文化中心站

(包括影剧院L图书室;配备了三十五毫米放映机，成立了业余剧团).初步形成了文化中心。

电影事业也不断发展。到一九八二年底，全县已有电影队三十八个(其中三十五毫

米队四个，十六毫米社办队十四个，八点七五毫米社办队六个，队办放映队九个，工矿

三十五毫米队一个，十六毫米队三个，昌乐一中专业队一个。至八三年底全县放映单位

发展到五十个。

4 



昌乐县文化行政领导人名录

姓名|性别 i 机构名称|职务| 任 职 时 间 |备注

民 国 时 期

刘中兴! 男 劝学所 所 民国元年-7 年

赵境海 男 劝学所 所 长 民国 T 年 10月一16年

赵豫章 男 教育局 局 长 民国 16年 1 月一18年 6 月

程作云 男 教育局 局 长 民国 18年 6 月一18年 11 月

李兆林 男 教育局 局 长 民国 18年 11月一21年 7 月
、

赵克祥 男 教育局 局 长 民国 21年 T 月 -ì'l年 9 月

魏绳泼 男 第五科 科 长 民国 21年 9 月一25年

任职年
杜华梓 男 第五科 科 长 民国 22年-25年

月不详

赵伯枢 男 第四科 科 长 民国 26年-36年

赵光汉 男 第四科 科 长 民国 26年-36年
任职年

月不详
一------

王化轩 男 第四科 科 长 民国 36年春一37年春

民国时期日伪设置的文化机构领导人

王名斋 男 教育科 科 长 民国 26年-31年
'一一一一一一一

闰静轩 男 教育科 代科长 民国 32年
一二-一一→

赵子修 男 教育科 科 长 民国 32年一33年
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一-

梁敬禹 男 教育科 科 长 民国 33年
-一

陈炳恒 男 教育科 科 长 民国 33年一34年

一九四八年昌乐解放以后

陈树宣 男 文教科 科长(兼) 1948年 3 月一1950年 3 月

闰仲盛 男 文教科 科 长 1950年 3 月一1951年 T 月 18 日

郑绪山 男 文教科 副科长 )951年 12月 9 日一1956年 2 月 21 日

李益更 男 文教科 副科长 1953年 5 月 18 日一1955年 5 月 10 日

高学经 男 文教科 副科长 1955年 7 月 1 日 -1956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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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性别|机阳|职务「任职时 间
郑绪山 男 文教科 科 长 1956年 2 月川 -1958 if- 9 月 5 日|

张士泉 男 文化科 副科长 1956年 9 月 3 日 -1958年 9 月 5 日

王秀春 男 文化科 副科长 1956年12月 6 日 -1961年 2 月 19 日

钟安国 男 文化科 科 长 1959年 10月 17 目 -1963年 2 月 22 日

刘保久 男 文教局 局 长 1963年 2 月 18 日 -1965年 1 月 16 日
一二

徐登吾 男 文教局 副局长 1964年 9 月 29 日一文革

唐汝尧 男 文教局 副局长 1964年 9 月 29 日一文革

徐月华 男 文教局 局 长 1965年 8 月 2 日一文革
-

李方升 男 政治部宣传组 组 长 1971年 2 月 19 日一1975年 5 月

王晓东 男 文教局 局 长 1975年 5 月 24 日 -1977年 9 月 10 目
二

刘永大 男 文教局 副局长 1975年 5 月 24 日 -1975年 12月 10 日
-

李欣田 男 文教局 副局长 1975年 5 月 24 日 -1975年 12月 10 日

刘永太 男 文教局 局 长 1975年12月 10 日 -1977年 9 月 10 日

宋科富 男 文教局 副局长 1975年12月 10 日一1976年 9 月 13 日

高 仓 男 文教局 副局长 1976年 2 月 24 日 -1978年 2 月 12 日

祝学善 男 文教局 副局长 1976年 2 月 24 日一1978年 2 月 12 日

王晓东 男 丈教局 局 长 1977年 9 月 10 日 -1979年 10 月 22 日

赵明琴 男 文教局 副局长 1977年 9 月 10 日 -1978年 2 月 12 日

王秀春 男 文化局 局 长 1978年 6 月 4 目一1979年 5 月 30 日

王秀山 男 文化局 副局长 1978年 6 月 14 日至今

韩兰茂 男 文化局 副局长 1978年 6 月 14 日 -1980年 1 月 29 日

丁汉东 另 文化局 副局长 1979年 5 月 30 日 -1981年 3 月 22 日

唐永松 男 文化局 局 长 1980年 1 月 29 日 -1981年 3 月 22 日

丁汉东 另 文化局 局 长 1981年 3 月 22 日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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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城乡文化概况

第一节 解放前城乡文化概况

解放前县城的文化状况

噩 从建国上溯到清朝末年，吕乐县唯一的文化设施就是老县城西门里文庙旁的戏楼。除

了山会、祈雨、庆寿、还愿等有时在这个戏楼演出外，平日的县城很少有文化活动。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吕乐县城设立了通俗讲演所。民国十九年( --九三0年)，

民国政府把通俗讲演所改为民众教育馆。馆内设有文库，藏书四千八百…十三册，服务

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县府公务人员。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入吕乐后，教育馆的活动中断五年，一九四二年又在昌乐农

忖重建。而三迁馆力J:‘到→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馆址从农村迁回吕乐城里，这时才

开始有部分文化活动场所。图书组藏书八千余册，并设立了报刊阅览室。城里的群众可

以办理借阅手续。并设立了宣传组、体育组等，群众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下棋、打球等体

育活动。直到一九四八年昌乐县城解放。

解放前，吕乐县平时除了民众教育馆这个唯一的文化设施外，没有其它文艺场所和

群众文艺活动。只是到了收成较好的年头，在春节之际，城里的商人联合当地的农民搞

一些"龙灯"、 "早船"、 "高跪"之类的民间艺术活动。同时，还有群众用木板自刻自

印的年回上市。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城里便放→些自制的烟火，叫"放花"以增加

节日气氛。

解放前农村的文化状况

解放前的农忖文化生活更是贫乏。从一九)二年~lj --九四八年的中华民国时期，农

付的文化事业，虽然在清代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发展，在较大的集镇上，出现了鼓书、

评书、武术、魔术等半农半艺的个人和小团体演出，但由于这段时间的政治腐败，经济

萧条，连年战祸，民不聊生，发展速皮是十分缓慢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全县的广大农村只有几个白发的业余小剧团，每逢收成较好的旧历年前后，演出一些地

方戏，在本村或邻村演几场。这些活动规权、范围很小，时间很短，不可能促进农村文

化事业的发展。

'
吨
，
』
j 第二节 建国后城乡文化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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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吕乐县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村的文化生活。随着文

化馆的建立，县城周围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相继发展起来，很快成为全县文化活动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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