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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著者孙安文、邵静轩于宝鸡炎帝褐前合影(1994．3．18)

孙安文(笔名万荣)，1940年生，山西省

万荣县人，大专文化程度。历任t宝鸡文学)、

‘宝鸡文艺》、《人生报》编辑、记者．发表散

文、随笔、报告文学和有关文史资料200多

篇。本书副主编(执笔)，另有《西府梨园名人
传》一书将同世。

邵静轩t1930年生，陕西省蓝田县人。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共

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办公室秘书，中共陕西省

委党校文史教研室教研员，中共宝鸡市委办

公室综合干事、市文化局秘书科长。写过通

讯报道、论文。本书副主编。

宝鸡市文化艺术志办公室征集文史资料座谈会合影(1985．12．7于市豫剧团内)

前捧左起：商润生，张晓东、安瑛、贯培妹彦斌，季如棠、杨参政，王鸿基、胡明德
后捧左起：张雅君、陈鉴全、扬凯、孙安文、强温、扬和兄、王惠中、张置、邵静轩、张亚炜



序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物质生产发展和思想文化发展始终相

伴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才使人类不断创造出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 ’ ’

宝鸡是神农氏炎帝活动的最早地区，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摇

篮，文化蕴涵十分丰厚。想象丰富的彩陶艺术，在距今7000年前的宝

鸡北首岭遗址出土；造型精美的青铜礼器，在宝鸡地区代有出现；气韵

生动的秦汉瓦当，散见于宝鸡地区的宗庙遗址上。被称为“国宝”之宝

的秦刻石鼓也出自宝鸡。汉唐两条“丝绸之路”分别经宝鸡的南北通道

西延，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溶汇，使宝鸡地区的文化闪耀着中西文

化的精彩。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发现，大批精美的金、银、珠、玉及

丝织物的面世，集中代表了我国盛唐时期优秀文化艺术的结晶。宋、

元、明、清延至民国，也都袭承着这些光辉灿烂的文化而不断发展。

宝鸡地区是炎帝降生之泽地，周公创业之社稷，秦公称霸之根基，

历史上不仅出现过不少精明干练的政治家和雄才大略的军事家，而且

也出现过不少名盖其世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春秋时期的燕假(千阳

人)，西汉时的徐敖(宝鸡人)，东汉时的井大椿(眉县人)、马融(扶风

人)，南北朝时的马枢(眉县人)，南唐时的常梦赐(风翔人)，北宋时的

张载(眉县人)，明朝时的白鸾(宝鸡人)、王麟(凤翔人)、杨绍程(岐山

人)、阎培(陇县人)、虎臣(麟游人)，清代的党崇雅(宝鸡人)、李柏(眉

县人)等，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秦时的音乐家秦青，西汉宫廷画家毛

延寿(扶风人)，唐代宫廷音乐家裴知古(凤翔人)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

物。

宝鸡地区还是我国戏曲艺术最早的发祥地之二，西府秦腔代表着

我国声腔艺术的先声。西秦社火原始古朴，惊险奇巧。民间艺术门类纷

繁，源远流长。

·新中国建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宝鸡地区

的文化艺术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如同经济形势一样，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有

影响的文艺作品和文学艺术家。小说、戏曲、影视、书法、摄影、美术、音

乐、舞蹈等一些优秀作品，在全国大赛中入选拔筹。民间艺术作品两次



晋京，两赴巴黎，引起轰动。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历来就有“盛世修志刀之

举。历来学者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起着“存史、资治、教化”的作

用，并把它提高到。郡无志书，犹国之无史”的高度来认识。当今，我国

又一次处在盛世时期，政治开明，人民奋进，宝鸡市文化艺术志一书的

编纂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

读完这厚厚80万字的志书，甚感欣喜，我觉得它是一部概括和浓

缩了宝鸡地区七千年来文化艺术的精华之作，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

比较齐全的有用之书，对人们了解和认识宝鸡的文化艺术发展有很高

的参考价值。我对本书的编纂者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审慎地抉择，在

纷繁的文化艺术门类中辛勤地采撷，日以继夜，殚思竭虑，精心撰写，

深表钦佩。这样一部巨著，如果没有长期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矢志精

神是无法完成的，唯此，我愿为其作序。

高景明

1994年4月11日

(高景明：宝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序

《宝鸡市文化艺术志》，经过八年编修，两年排印，终于面世了。这

是宝鸡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文化艺术志书，也是我市文化事业建设中

的一项重大工程。这部书上乞炎帝神农氏时期，下至公元1990年，比

较系统地记录了数千年来，前人在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里的创造和主要

成果。是弘扬民族文化之举，是宝鸡地区文化艺术事业的总结和概括。

《宝鸡市文化艺术志》编纂之时，正是经济大潮来临之际，面对一

些人纷纷“下海’’向前(钱)看的同时，几位编志人员埋头于故纸堆中，

开始了这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人称编志人员是三苦庙居士(辛苦、清

苦、贫苦)，但他们甘于寂寞．乐此不疲，执着追求。不改初衷，认定这是

继承前贤，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视这一任务能落到自己肩上而

感到自豪。十年来，他们处于高度的紧张工作之中，过着清贫清苦的生

活。无暇顾及子女升学就业，难得陪同多病的妻子去医院看病，他们也

曾累得几度住进医院，一头浓密的乌发变得稀疏斑白。

为了尽量使志书的资料齐全翔实，他们读文献，查档案，探幽抉

微，摘记卡片；跋山涉水，实地考察，走街串巷，寻访名人；南下四川，东

出潼关。寻觅线索，稽核资料；上山下乡，考察民间刺绣、剪纸；深入民

间，观看社火装扮、表演。

十年来，他们登宝鸡天台山，临千阳望鲁台，拜岐山周公庙，谒凤

翔秦公墓，攀陇县龙门洞，访扶风法门寺，寻迹麟游石刻，端详周原文

物。也正是由于编者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可稽的资料，使得这

部书的打印本一出现，就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好评。

值此，这部书正式出版之际，我愿将它推荐给热爱和关心宝鸡文

化艺术事业的领导和朋友们。

罗奇峰

1994年4月6日

(罗奇峰：宝鸡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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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选⋯⋯⋯⋯⋯⋯⋯⋯⋯⋯⋯⋯⋯⋯⋯⋯⋯(382)
4



本市文学作者出版图书统计表⋯⋯⋯⋯⋯⋯⋯⋯⋯⋯⋯⋯⋯⋯(399)

第二章文学报刊⋯⋯⋯⋯⋯⋯⋯⋯⋯⋯⋯⋯⋯⋯⋯⋯⋯⋯⋯(403)

参加省以上作协会员名单⋯⋯⋯⋯⋯⋯⋯⋯⋯⋯⋯⋯⋯⋯⋯⋯(404)

第十五篇民间文学⋯⋯⋯⋯⋯⋯⋯⋯⋯⋯⋯⋯⋯⋯⋯⋯⋯⋯⋯(407)

第一章民谣谚语⋯⋯⋯⋯⋯⋯⋯⋯⋯⋯⋯⋯⋯⋯⋯⋯⋯⋯⋯(407)

第一节民谣⋯⋯⋯⋯⋯⋯⋯⋯⋯⋯⋯⋯⋯⋯⋯⋯⋯⋯⋯(407)

第二节谚语⋯⋯⋯⋯⋯⋯⋯⋯⋯⋯⋯⋯⋯⋯⋯⋯⋯⋯⋯(414)

第二章社火词⋯⋯⋯⋯⋯⋯⋯⋯⋯⋯⋯⋯⋯⋯⋯⋯⋯⋯⋯⋯(417)

第三章对联⋯⋯⋯⋯⋯⋯⋯⋯⋯⋯⋯⋯⋯⋯⋯⋯⋯⋯．．．⋯⋯(421)

第一节庙宇、古迹联⋯⋯⋯⋯⋯⋯⋯⋯⋯⋯⋯⋯⋯⋯⋯⋯(422)

第二节春联、灯联⋯⋯⋯⋯⋯⋯⋯⋯⋯⋯⋯⋯⋯⋯⋯⋯⋯(423)

第三节婚嫁、寿、丧联⋯⋯⋯⋯⋯⋯⋯⋯⋯⋯⋯⋯⋯⋯⋯(436)

第四节建筑联⋯⋯⋯⋯⋯⋯⋯⋯⋯⋯⋯⋯⋯⋯⋯⋯⋯⋯(440)

第五节文化教育联⋯⋯⋯⋯⋯⋯⋯⋯⋯⋯⋯⋯⋯⋯⋯⋯(440)

第六节商业联⋯⋯⋯⋯⋯⋯⋯⋯⋯⋯⋯⋯⋯⋯⋯⋯⋯⋯(442)

第七节戏曲舞台联⋯‰⋯⋯⋯⋯⋯⋯⋯⋯⋯⋯⋯⋯⋯⋯(449)

第八节应征联⋯⋯⋯⋯⋯⋯⋯⋯⋯⋯⋯⋯⋯⋯⋯⋯⋯⋯(453)

第四章灯谜⋯⋯⋯⋯⋯⋯⋯⋯⋯⋯⋯⋯⋯⋯⋯⋯⋯·：⋯⋯⋯·(457)

第五章故事⋯⋯⋯⋯⋯⋯⋯⋯⋯⋯⋯⋯⋯⋯⋯⋯⋯⋯⋯⋯⋯(463)

第一节故事活动⋯⋯⋯⋯⋯⋯⋯⋯⋯⋯⋯⋯·．．．⋯⋯⋯⋯(464)

第二节故事调讲⋯⋯⋯⋯⋯⋯⋯⋯⋯⋯⋯⋯⋯⋯⋯⋯⋯(466)

第三节优秀故事编讲员⋯⋯⋯⋯⋯⋯⋯⋯⋯⋯⋯⋯⋯⋯(467)

第四节故事队伍⋯⋯⋯⋯⋯⋯⋯⋯⋯⋯⋯⋯⋯⋯⋯⋯⋯(468)

第五节优秀故事作品⋯⋯⋯⋯⋯⋯⋯⋯⋯⋯⋯⋯⋯⋯⋯(469)

参加省以上群众文化协会会员名单⋯⋯⋯⋯⋯⋯⋯⋯⋯⋯⋯⋯(471)

第十六篇图书出版发行Og@@O@@OO@OO Q@@@OO OOO O S@@Oa 600 Q@@@OQ@OO O·@O··@@·(473)

第一章书店(局)

第二章新华书店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网点
5



第三节设备⋯⋯⋯⋯⋯⋯⋯⋯⋯⋯⋯⋯⋯⋯⋯⋯⋯⋯⋯(477)

第三章图书销售与发行⋯⋯⋯⋯⋯⋯·⋯⋯⋯⋯⋯⋯⋯⋯⋯”(478)

第一节图书来源⋯⋯⋯⋯⋯⋯⋯⋯⋯⋯⋯⋯⋯⋯⋯⋯⋯(478)

第二节销售方式⋯⋯⋯⋯⋯⋯⋯⋯⋯⋯⋯⋯⋯⋯⋯⋯⋯(479)

第三节重点图书销售⋯⋯⋯⋯⋯⋯⋯⋯⋯⋯⋯⋯⋯⋯⋯(480)
‘

第四章出版⋯⋯．．．⋯⋯⋯⋯⋯⋯⋯⋯⋯⋯⋯⋯⋯⋯⋯⋯⋯⋯(487)

市县新华书店成立时间一览表⋯⋯⋯⋯⋯⋯⋯⋯⋯⋯⋯⋯⋯⋯(489)

市县新华书店基层门市部一览表⋯⋯⋯⋯⋯⋯⋯⋯⋯⋯⋯⋯⋯(490)

市县新华书店历年图书销售表⋯⋯⋯⋯⋯⋯⋯⋯⋯⋯⋯⋯⋯⋯(492)

第十七篇图书馆⋯⋯⋯⋯⋯⋯⋯⋯⋯⋯⋯⋯⋯⋯⋯⋯⋯⋯⋯⋯(495)

第一章历史上的图书馆⋯⋯⋯⋯⋯⋯⋯⋯⋯⋯⋯⋯⋯⋯⋯·”(495)

第二章公共图书馆和民办图书馆·⋯⋯⋯⋯⋯⋯⋯⋯⋯⋯⋯”(496)

第一节公共图书馆⋯⋯⋯⋯⋯⋯⋯⋯⋯⋯⋯⋯⋯⋯⋯⋯(496)

第二节民办图书馆⋯⋯⋯⋯⋯⋯·⋯⋯⋯⋯⋯⋯⋯⋯⋯”(497)

第三章图书购藏、流通与阅览⋯⋯⋯⋯⋯⋯⋯⋯⋯⋯⋯⋯⋯⋯(498)

第一节购藏⋯⋯⋯⋯⋯⋯⋯⋯⋯⋯⋯⋯⋯．．．⋯⋯⋯⋯⋯(498)

第二节流通⋯⋯⋯⋯⋯⋯⋯⋯⋯⋯一⋯⋯⋯⋯⋯⋯⋯⋯·(499)

第三节阅览⋯⋯⋯⋯⋯⋯⋯⋯⋯⋯⋯⋯⋯⋯⋯⋯⋯⋯⋯(500)

第四章馆藏珍本、善本图书⋯⋯⋯⋯⋯⋯⋯⋯．．．⋯⋯⋯⋯⋯⋯(500)
。

第五章科研⋯⋯⋯⋯⋯⋯⋯⋯⋯⋯⋯⋯⋯⋯⋯．．．⋯⋯⋯⋯⋯(509)

市图书馆历年经费一览表⋯·⋯⋯⋯⋯⋯⋯⋯⋯⋯⋯⋯⋯⋯⋯”(51 1)

市图书馆历年图书入库及金额表⋯⋯⋯⋯⋯⋯⋯⋯⋯⋯⋯⋯⋯(512)
’

市图书馆历年图书借阅情况统计表⋯⋯⋯⋯⋯⋯⋯⋯⋯⋯⋯⋯(513)

市县民教馆、图书馆情况一览表⋯⋯⋯⋯⋯⋯⋯⋯⋯⋯⋯⋯⋯⋯(514)

第十八篇报刊⋯⋯⋯⋯⋯⋯⋯⋯⋯⋯⋯⋯⋯⋯⋯⋯⋯⋯⋯⋯⋯(517) ．

第一章民国时期的报刊⋯⋯⋯⋯⋯⋯⋯⋯⋯⋯⋯⋯⋯⋯⋯⋯(518)

第二章新中国建立后的报刊⋯⋯⋯⋯⋯⋯⋯⋯⋯⋯⋯⋯⋯⋯(520)
。

第一节新闻性报刊⋯⋯⋯⋯⋯⋯⋯⋯⋯⋯⋯⋯⋯⋯⋯⋯(520)

． 第二节宣传理论教育性报刊⋯⋯⋯⋯⋯⋯⋯⋯⋯⋯⋯⋯(523)

第三节经济性报刊⋯⋯⋯⋯⋯⋯⋯⋯⋯⋯⋯⋯⋯⋯⋯·．．(524)
6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文艺性报刊⋯⋯⋯⋯⋯⋯⋯⋯⋯⋯⋯⋯⋯⋯⋯⋯

科技性报刊⋯⋯⋯⋯⋯⋯⋯⋯⋯⋯⋯⋯⋯⋯⋯⋯

文史性报刊⋯⋯⋯⋯⋯⋯⋯⋯⋯⋯⋯⋯⋯⋯⋯⋯

工厂企业报刊⋯⋯⋯⋯⋯⋯⋯⋯⋯⋯⋯⋯⋯⋯⋯

525

527

528

529

第十九篇对外文化交流⋯⋯⋯⋯⋯⋯⋯⋯⋯⋯⋯⋯⋯⋯⋯⋯(533)

第一章古代对外文化交流⋯⋯⋯⋯o⋯⋯⋯⋯⋯⋯⋯⋯⋯⋯

第二章近代对外文化交沆⋯⋯⋯⋯．．．．⋯⋯·：⋯⋯⋯⋯⋯⋯⋯·

第三章当代对外文化交流⋯⋯⋯⋯⋯⋯⋯⋯⋯⋯⋯⋯⋯⋯：”

出国·”⋯”·”···⋯·”·”·”···⋯·”·．．····⋯⋯”⋯⋯⋯⋯·

来j防·一⋯⋯·”⋯⋯⋯·”⋯⋯⋯⋯⋯”·”⋯·⋯⋯⋯⋯⋯(535)

国内交流⋯⋯⋯⋯⋯⋯⋯⋯⋯⋯⋯⋯⋯⋯⋯⋯⋯⋯⋯(535)

对外文化交流统计表⋯⋯⋯⋯⋯⋯⋯⋯⋯⋯⋯⋯⋯⋯(537)

第二十篇人物⋯⋯⋯⋯⋯⋯⋯⋯⋯⋯⋯⋯⋯⋯⋯．．．⋯⋯⋯⋯⋯(551)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文人学士⋯⋯⋯⋯⋯⋯⋯⋯⋯⋯⋯⋯⋯⋯⋯⋯⋯⋯⋯

书画家⋯⋯⋯⋯⋯⋯⋯⋯⋯⋯⋯⋯⋯⋯⋯⋯⋯⋯⋯⋯

戏剧人物⋯⋯⋯⋯⋯⋯⋯⋯⋯⋯⋯⋯⋯·：⋯⋯⋯⋯⋯·

民间艺人 ⋯⋯⋯⋯⋯⋯⋯⋯⋯⋯⋯⋯⋯⋯⋯⋯⋯⋯

551

574

587

61l

从事文化工作三十年人员名单(1949——1985年)006100000lOB·BOOQO(621)

附录“··””·”·”·”·”⋯·”··”·⋯·“一”··“”·”·”·····一·””··”一·”·⋯“·(623)

《宝鸡古迹歌》⋯⋯⋯⋯⋯⋯⋯⋯⋯⋯⋯⋯⋯⋯⋯⋯⋯⋯⋯⋯⋯(623)

宝鸡及各县八景辑录⋯⋯⋯⋯⋯⋯⋯⋯⋯⋯⋯⋯⋯⋯⋯⋯⋯⋯(624)

编志始末⋯⋯⋯⋯⋯⋯⋯⋯⋯⋯⋯⋯⋯⋯⋯⋯⋯⋯⋯⋯⋯⋯⋯⋯⋯(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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