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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1 • 

别

编写《银川文化央主，是最 )11 市文 1t趋于 1994 年初提出，并

书面报告上级的。银川市人~政琦于当年 9 月即批准立项，并成

了《银川文化史》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是史 2 旨在全面反秧

银川市有史以来的文化活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及友是巍体.存

史资政，为发展银川市文化事业、但进精神文明建设、扩大对外

开放服务。主管市长接任名誉主任，于有文先局领导、 IR 市有关部

门负责人;工会、阻委、体育、科技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p 市辖县

区的文化局长、文化馆长等授任编委会领导或成员。组织和编

工作由银川ï1f群众艺术馆具体承拒 G

1995 年 6 月，召开首届编委会，讨法并通过了《银)J[文化

史》的"考察总纲"和"编篡 ìt起飞同时成立编辑办公室。;去年，

又将本项工作列入"银 )1] 上台哥'1"的八大工程中。永宁县、贺兰

、新城区、城在先后组建了同级"文化史"编委会或编写班子:

市科楼、体委决第撞击"科普史"、"群众体育史"。各地区、各系

统的"文化"考察工作也普遍开展起来，这使本史的编撰具备了

广而深的基础，出现了，众志成域的好势〈。

经 r枉篝宜、二三度寒署，编写工作于 1997 年 12 月基本完成。

项工作自始至终受到银川市党政领导陈育宁、转有为、冯炯华、

部林海、曹维新等关心和文拌，他钉在审题立项、;在拨经费等方

菌均予级大支持和鼓励。银川市财政局拨专门经费资助出熬。编



.2. 前言

委会领导赘吉德及宁夏文史馆名誉馆长徐梦麟、宁夏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牛达生、宁夏文化厅文物管理处李祥右、《宁夏文史》副主

辅胡迅雷、银川市群艺馆馆长患有宜、宁夏语委会主任、或进宁

夏区委秘书长马学恭、宁重文联业务领导虞期替、关淮生等在提

供史料、审稿修定中贡献不凡。中翻社会出版社总经理、编审和

类为本书的出版花费了很多心血，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
邂:本史辑写过程中，不仅参考了本盟、市、县、市辖区志和部

门专业志、《宁夏通史》等，而且大量是参考或综合引证了许多专家

的学术专著、论文，吸收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专此声明致谢，

并在引文关注明 o

《银 )11 文化史》分为古代卷、近现代卷和当代卷 o

参加当代卷编写的有 z

张复兴 第一章等

章庆贤 群众文化群众团体教曹体育科技

E主军、自慧茹 民间文艺老年文化个体文化

高岩 专业文化赘兰县文化永宁县文化文人录

张东旭 城这文化新城区文化郊 IK 文位名胜古迹

社会文先文人录

头?食生、摸期香 宁夏文联

郑佩玲妇联

手j、明亮 科技普及

赵风洲、孟旭祖体育

钱文龙 宁夏电影制片厂

载文臻、保元璋 贺兰县文化

方霞天、回汝洁、吕学学 城能文化

王雪斌、刘庭芳 新城在文化

王建睦 永宁县文化馆



前言 .3. 

当代卷由患有宜、量客2走资统稿、张复兴编言，贺吉德审定。

由于我钉水平有限，时力紧说，加上史料幸亏散轶和潭没，资

料收集十分臣难，许多方富的闰题尚需进一步深入探索与研究，患

请专家学者、广大读者对本书挝评、指等。

编辑絮

1998 年 5 月



第一节 共庆解放 .1. 

第一章 开创历史新纪元

一一建国初期的银川市文化概述

自镇川解放至宁主乏省建制撤键 (1949.9--1954.9) 银)11地区

的文化事业经勇了革故鼎新、 ã}\主俱举、健康发展的重要阶段。期

间，完成了黯府提置的接智、雪要额及改造;攘攘出新、组建新文

化大军、确立人民文化地位、为社会主义新文化藤定基础，开翻

了历史新纪元。领导和经织这场文化革新的是西北野战军第十九

兵盟、三边工委、镇)11 望在管会、中共宁主主省委、宁夏省政府、宁

夏军区、银川市政蔚及它们的职能扭构 z 政治部、宣传部、文教

委、文教厅、文教科、因接、工会等。积极投入这场大变革始生

力军，是银) I r 文化战线中的广大干部和社会各方丽的积摄分子。

第一节共庆解放

早在宁夏解放前夕，十九兵团和三边工委就为解放银川，接

管文化单位撒了充分准备。 1949 年 9 月 20 苔，在签定《和平解放

夏之格议》时，十九兵目代表就向对方代表卢忠良等提出要求:

"绿护好一切文住设操和文物古遍o"9 f1 23 日雨夜，解鼓军一九

一~币进入银}II壤，黯占领四面域 i丁、飞机场、其它摇离点和街口

设岗外，首先撮人守护的是教楼、玉皇阁、西塔、北塔等文物部

门。 9 月 26 日，十九兵团酋长入城后，杨得在海令员当回内珞簸

劳〈犀宁夏省政府棋书长、签字代表〉宣布"立即将宁夏 æ模、

撒了、地籍、保甲、征兵、图书、文物、机要文件、辛苦码电本等

分别遗具清册，向解放宜在移交 J' 同惧，银川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2 .第一幸 开创历史新纪元， 盖在混初期的银J1I市文化概述

告，其中宜布"一切公营企业，如工厂…… z 文化敏育机关，如

学校、图书馆、民教锤、报社、教会等;公共建筑物，如体育娱

乐场艇、名躁、古迹、庙宇等 z 及其原有人员"'. '" ...除磁坏分子外，

本会一律保护并量才录用。盟各安心供职，:fJJ.责保护主斤有物资、器

材、工具、建筑、图书仪器等一如设备，匆使损害豆豆遗失"。 10 月

24 日，宁盟者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播自力主席宜读政字第…号布

告，其3在要任务~: "逐步恢复和发展生产 z 撮人崩睦肃特，进一

步安定社会秩感;摧毁部甲棋道，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人民

政权 s 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觉悟 p 器销各族人民，共商建设

新宁盟"。盟则立。由于中国共产党拯救民族推进人类文明的一系

列英明举措，颜应了历史潮澡，迎合了人民的企望，因匙，发生

了 1949 年金秋之季的普天向庆。

"9 月 23 日礁，解放军巴罗i黄河仁存摸口东岸，银川市的四十

多名师生代表，随向军政绅离各界代表攘车来到摸口西岸迎接解

放军。……9 月 24 日上午，银 )11 各中等学校学生齐集西街民教情

(今银川市群众艺术馆 113址)由一九一 y市政治部凋名政工干部教唱

《五大纪律八嘿注盘队《庆祝银)!I"F有解放以《解放茧的天是明朗的

天》等歌曲，还有不少学生帮助解放军在各街口张贴"毛主黯万

岁"、"中盟共产党万岁"、"热摆放避人民解放军解放银)rt"等标

语。次日上午十时许，各中等学校师生在~惠政情部两位网志指导

下，捧着长鼠，扭着秧歌，唱着翻到IJ眼解就军学会的歌曲，走上

街头，庆祝解放。游行队组从民教馆门前出发，结榜树巷、新华

棒、东大街，穿过鼓楼，返回民教馆。工人、市民也涌向街头，就

连冯鸿邃的军政人员也自功如人静行队伍。赛上古城或撞在喜气

洋洋的节目气筑中 J' 与此同时，银) 11 文化界人士在军代表的组织

领导下，运用各白的ft务专长，全面开展放庆与宣持活瑜 o 首先，

由各望在队政工人员、文;工醋、二三边文工阔、民敬镜等单位牵头，深

入街道、工厂、学校，发动群众，组织辅导各类文艺摇动，扭秧



第一节 共主主解放 .3. 

歌、打腰鼓、持新瑜、办毅报，自点带面，谶撬开花;银川市处

处有歌舞，时时见秧歌，警鼓喧天，就连银先应tl 阔的舞台上也能

演有醉于、高院、跑单辑、小驴会等歌舞节目。 "10 月 7 日，银州

市商万多凹叹人民和十九兵团官兵，举有庆祝中华人骂共如国成

立、宁夏省解截，拥护世界鞠乎大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

发出敖墩屯f 接着一系列的文化搜潮在撞进 z 庆视宁夏省政府成

立，慰问解敢写去，政避西北干部回到宁、欢庆新中国诞生后第…

个充盐、第一个春节……参与这些活动部有宁主主干部队、嚣委、工

会、华大师生;银JII 市一、工、三、留在r; 银JII 女中、贺兰中学;

新华、学堂辛苦、商民等小学;银}II面柑厂、鞋厂、军械厂、酒厂、

内管厂;京剧院(银光〉、人民剧社(大戏阔气f) 等单位阻体。当

时，整个古城影旗撰舞，歌声如潮，真个是=人民做主人，军大欣

不夜炎"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闺"

幢瞥建设发殷

1949 年 9 月 26 日，银州市军事管制赘员会正式成班，立黯波

市一大批干部，分赴文化界各单位，迅速接管，并开膝工作。被

接管的原有单位和黯掉是:民众教育信、介寿周书馆、银JII 书局、

太沿舍馆电影鼠、觉民学社、庚应棋乐部、化民静j醋、曲艺小辑、

联谊社 o 黯建和引进的黯排有=宁翼文二E司、宁翼文联、银jl!或

曲改进会、宁夏电影敢接大队、银川电影发行站、好动黯I ~慧、新

京署tl 西、?辈革新华书店、银川工会俱乐部。至 1954 年 9 月，共

有省、市级文化单位近 20 个。

民教雷、噩书馆及群众文化

1949 年 9 月 22 白，中共宁草工费黯书记、银川军管会醋主枉

朱敏、工委委组织部长李昆满对李中、越韩三反二人做了"集责接管

并领导宁夏民教辖程图书馆工作押的指熬。 9 月 23 a ，工委宣传
部长贾怀济、黯省委书记卒子奇离李、赵工人正式宣布任命 o 是

日，李中、赵怀五以军代表身份，背着铺盖持住进驻了两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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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他确使设主是通知原有人员 z 翌日开会。(商馆子 1946 年到 1954

年一直在一是办公§馆址在今市群艺铺原址、平房大院)。

9 月 24 日，在民教馆札棠举持接管两馆仪式 e 票员教馆长文

酶楼、圈书馆长米庭普、铺凤席占扎、贺品二三、吴世英、门卫赵

明堂共八人3努力日会议。军代表首先直读掌管会的接管命令. I哥时

决定:改原"宁夏省省立省垣民众敬宵帮"为"宁主在省人民教宵

埠"政原"宁夏省省立介寿图书镶挣为 u宁夏省人民盟书馆"。

布:即日起，两锚的全体人员及既有慰产均由军管会接管，自李

中、越怀玉全权负责。铠二人在讲话中要求 z 留用人员费簸从领

导，接受审蠢，开门宣传，支援全国的解放运动。

在牢代表率领下，顺利地清查和接管了所有器书和财产。接

着对全体人员宣布留用，并分工安排，命令立即开键工作。首先，

开放报刊阅览、群众捞艺室、生物展览室:举办、新闻宣传讲演和

照览，大r'1 0 办墙报和黑棋撮，重点街道踹宝善挥语，组织和赣导

群众文艺活动等。在实际工作中，原有人员的表瑛都很好，在政

浩审查中也没有发襄其它问题。……黯此，上述黯用人员无一被

辞退。在两位军代表的要求下，军管会于 11 是又增派华北军大的

贾烧民、于正义(徐鲁〉委i嬉工作。李中任部省委组织部长，赵

杯三巨任团市委书记，二人丰白蜡满题。 1950 年 8 月，银)11 市文教科

黎省文教厅命令，接管了两馆(还有一撤学校)0 1951 年韧，两馆

正式改为"银川市人民敬宵馆"和"辘)11 市人民服书馆"。 1951

年 6 丹，提教惶改"辙JII 市人畏文化馆"，同时，任命贺焕民为镶

长。 1953 年，增设新城文先站、黯水桥文化姑〈均为市文化馆分

支机掏)， 1954 年是起贾焕民调离，任命臼宽成为结长，索兀为副

罐长。司年，因书需要重至二五蛊阁，两镶分离 e 建自初期，文化馆

开展了多项业务活动，做了大量工作，较为突出的娃 t 市民和职

工教育。《宁夏省一九五0年冬学工作总结》中坦述"宁夏金省

握不觉企挠计，有百分之八十是文黯 s 囚九年九丹解放蜀，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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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十二月黯开始办理冬学……在接斟酒北教

裔部的揭示后，找ff1使具体拟定出了本省的冬学规则，于九月十

日宠十七日的全省中教社教合议上，分组酝酿研究讨论，使 lli席

的各县市文教科科长及黑教信馆长，思想上先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和准备……，键川市本年重点发展辍工教薯，未予分配， (指担言

数字)"。因九年年底蓝五0年十月，民教馆以办冬学为主，范酣

包括新塘租郊区。 1950 年 10 丹始，同时办有三三个学习班 z 夜校、

政治学校、敏师训11鲸班。能商投 i兰市陀、工人、店员、妇女和社

会青年为主;它除扫盲外，重点是直传党的政策和堂史宜载，为

各单位培讪|和输送人材苦学校建有嚣支部，发展了不少团员 p 省

委领导播应力、朱敏、邢肇棠、李毁林、架大均、李子奇常来巡

视，并都讲过课。不久，就合并为"银川市原工市民联合夜校飞

一直坚持到 1956 年，共培词人员 4066 人。

报刊院提:黯解放始，这项业务坚持了数十年。当年，订有

各类报刊 19 种，加上各类回书，常年开放，无偿服务 a 建盟之初，

这盟是银川市仅有的一所报刊、院书阅览处，颇受青睐，不住市

民、老人、 JL囊，连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也常到此部览。

展览 z 过年过节办新靡，中心运动必专牒，天天开展厅，现

众都爱看。展类分有实物、美术、新闻、工艺、文物等。共举办

有解放运动室主传晨、开幢大典专黯展;抗美援朝、中苏友好、世

界和平、新旧社会对此、镇压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冉、互辈革

合作、抗日军军传、红军长缸等展览 o

娘乐和文艺 z 文化馆的群众文体主~务分阵地〈嬉内〉、社会

〈基层〉两大块。当时，馆内活动有乒乓球、克爵球 s 尤其景象棋

摇动，冬天室内，夏墙大捷凉榻，从二三三桌发展到数十桌。文艺

方商先有曲艺和坐咱;1'砚艇、白鳝庆、部主主山等曲艺演员，自

解放黯就被安置在民教馆。他们先在阅览室服务事读报、讲新闻;

后辛苦意改编新评书，其中自锦泼的《新儿女英雄传》攒受称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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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撞为西边第…次文代会代表，于 1950 年秋，受到西北局领

导农影，彭德部同志亲自给他题南"多翻略古书，说给群众所 1"

民翔艺人张有贵被定为"性册艺人飞民教馆定期发给生活费，并

安排其、演出。社会文先 z 撒点为工厂、学校、街道的业务文艺进

行组织新辅导，突出的有 z 女中排搞了《小二黑黑蜡婚》、《认识敌

人》、《王秀莺》、市被辉等 z 费 3空中学《白毛女》、教联《商船娶

妇》、干校《赤叶河上学堂巷小学《废铁炼成锵》、黯小《大媒政

罄》、新华小学《肆跋瞎子》、《二撞撞纺钱多>>;鞋厂业余剧团排

演了不少新剧和忧秀传镜或，主要旗鼓有黑棋敏等。该器不捏在

本市活动，还到吴忠等地演出，很受政迎。西输厂、酒厂、器个

区、及机关单位的业余文艺活动也都有声有色，持之lV.恒。

黠华书 j富

三边地委为筹建宁夏的新华书店，早在陕把时就做了准鲁。随

着大军进壤，崔生祥、朱在英二位军代表便进驻了"银}II书黑"。

该书局市埠仅 300 多平米，平房数闽、职工八名，接管后更名为

西北毫哥华书店宁楚，稳分店。 1950 年 3 月，改为宁署在分店。 1954 年

8 丹，以省店服务料为基础，组建并成立了新华书店银)11 市支店。

省店下设吴忠、中宁、黄渠桥、中卫、陪拉静旗、银JII 市共五个

文店，平罗、水宁二个ft鳞处。

建店之裙，条件艰背:无书可卖，只能出售报纸、摘图片展

冤。望在代表领着大家克撤回难，组娱翻￡口《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

党队《论共产党员的静养》等书。

为了解决书瓣问题，需进外地出差。 当时交通不便，霞，想未

绵，时有险情。一夜，李如释经理由西安购书运菌，途中与土匪

遭遇，经生死搏斗方膛险。省店到各某市旗支店的运输和交通工

具仅嘉自行车和大骂卒，肩挑背驮也是常事，总店白备一辆大玛

车，人人都会赶大卒，个个者~~饲养员，理苦奇斗出成绩，至

一年巳售出 114 万册，价f度 22.7 万元(当时 ffi 数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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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晦辈革公司

1949 年，遵黑?盟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十九兵器直属电

影 5人曾先接管了原宁夏社会教宵巡回工作盟电影队和提)1[华聚电

影院的放映设备，三台无声 16 毫米放映舰，商台直流发电机和数

部影片。继之接管了设在银)1\市《二三晋会馆》的破 18 电影院，接

收其设备和: ((红佛传))， <(香涧旧》、《王宝誓!I>>， <(宁夏风亮》等影

片。年底，接据宁夏军管会指7.J':抽调文教Jf及直属单位人员组

成慰问阔，到老E室主在边等地放映电影，当时的成员有:张志德、李

庆跃、应信、邓延清、王小谦。携带窝台"菲如特" 16 毫米放映

机，一台直撞发电机。就挨了《饮水卫生》、《抄、澳大捷))， <<米老

擞》、《炸广分1))(解敖前拍摄的反映日寇轰炸广外i 暴行的影片)。新

提之处受到当地政费和群众的热烈欢逻。

1950 年 7 月至 8 月，中央文化电影岛在南京举办了全昂首放

电影放映训练班，全国共有 1886 名学员参加学习 o 夏文教j子根

摄现知要求，选嵌在届高中师范毕业生马载武、李春棒、谭苍苍真、

李春龙、汪黠栋、张结器、马跃武、吴廷芳、刘昆玉、朱三至甫十

位间志赴南京电影放映面11 丢在班学习 o 12 月返馁，从此宁夏省文教

汗成立了电影逗留盘棋大队，下设三个分队。

1951 年，宁夏电影放映队的活动不断地深入到工矿、农村，并

开始向锻北地区，甚至黯陕西省的走边、靖边、安边等地区去放

映，目的是锻嫁队伍，室主传政策，使更多的群众着到电影。

1952 年 1 JL 宁主在电影教育大队又建束了三个电影放映分

队，肆 z 第四、第五、第六电影放映鼠。 这几个队主要害活动在余

棋、英武、吴患等县。 3 月，中苏友协中盖在卦会电影放映队成品，

队长王E倍，带领四名队员活动在镀川、永宁、贺兰等地，茹义发

展韬关忠、英武、金棋、中卫、中?等地。 9 月，于夏草工会电影

放映队成立。放映队主要为石嘴山、石炭井等地的煤矿、地质部

门的职工服务。 10 月，宁夏省委决定或立宁夏文化事载管理局 o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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