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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西汉书有地理志后世遁祖述之，於是郡各有纪，邑各有乘，方舆各有考。修由

此可知编修志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修志，是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蝙修好地方志，可供我们以

及后人从志书所载的历史事实、社会与自然的资料中，找出合乎客观规律的东西，做为

借鉴。同时，志书还是一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情操的乡土教材。“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

查古阅今，千百年来，各地大都有方志，也有一些专业志，但都没有一部完整的文

化志。秦皇岛市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没有一部完整的地方志，更没有一部专

业性的文化志。因此，编写好一部较为完整的秦皇岛市文化志书，对于当前和今后开展

好文化工作，则有着特殊的意义。

盛世修志。按着河北省人民政府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部署鳊修方志的规划和任务，

秦皇岛市文化局成立了“秦皇岛市文化志编纂委员会"，下设“秦皇岛市文化志编辑

部"。尽管这一工作起步较晚，但在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各县(区)文化(教)局以及文

化系统老同志的支持帮助下，经编辑部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使《秦皇岛市文化志》完

稿成书。

《秦皇岛市文化志》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着重记述了秦皇岛文化的发展和成就。

我们力求体现出秦皇岛市文化的发展走向和基本面貌，反映出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因

秦皇岛市在新中国建立后行政区划几经变更，一些文化界的老同志有的已作古，有的巳

调离，且各单位又均无文史资料的记载，所以， 《秦皇岛市文化志》挂一漏万，再所难

免，还请诸位方家鉴谅。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需求也出现了向多元化、家

庭化，大范围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的文化工作，也必须相应从靠小文化”向“大文

化’’，从“封闭型"向“开放型"发展。我们相信，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文

化的改革和文化战略将为文化发展，展示广阔的前景。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这一次编写

文化志的良好开端，今后秦皇岛市文化志的编修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

罗进梦

1990年10月



尼

}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_’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记述

秦皇岛的文化事业、历史与发展，供研究秦皇岛市情作参考，为秦皇岛的改革、开放和

建设服务。
‘

：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结构为：篇、

章、节、目。为统领全志，勾勒整体，全志设概述、篇设无题小序。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下限为1990年。1949年以前加注旧纪年。“建国后"

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因秦皇岛各地解放时间先后不一。“解放

前"、“解放后，，两词，均指具体地域的解放时间。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海港区、北戴河区、山海关区和昌黎县、抚宁县，卢

龙县、青龙满族自治县。“市区’’包括3区， “全市，，包括3区4县。

五、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凡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

入个别反面人物，以本籍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动在本地区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

六、统计数字和度量衡单位的使用，分别遵行1983年12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和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

七、数字书写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通知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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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秦皇岛市地处河北省东北部，含海港、山海关、北戴河3个区和昌黎、抚宁、卢龙

和青龙4个县。

秦皇岛市北倚燕山，东南临渤海，西南偎滦河，是中外驰名的旅游避暑胜地．还是

全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这里有全国第二大港口秦皇岛港，有我国玻璃工业的摇

篮、重要的玻璃工业基地耀华玻璃厂，有我国最大的桥梁生产基地山海关桥梁厂，有

雄伟的万里长城入海处老龙头和“天下第一关"，有风光秀丽的北戴河海滨，有景色旖

旎的碣石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秦皇岛，自然地理得天独厚，历史文化源远流

长。

在秦皇岛连山踞海、富饶美丽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在一万多年以前，就在此劳动创

造和休养生息。秦皇岛地区商代属孤竹。卢龙县是彪炳史册的古代圣贤伯夷、叔齐的家

乡。司马迁的《史记》有此记载。古孤竹国的国君为中原人，从卢龙县阚各庄殷商遗

址，抚宁县红门寺商周遗址、昌黎县西张各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表明。他的

到来，给这一带传播了大量的中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秦皇岛地区成为燕国东南部的

富庶之地。当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燕地通海门户碣石港的兴起和繁荣，也使这一地区

的文化随之不断发展，成为中原文化与东北文化的交汇处。

秦皇岛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驻跸于此而得名。北戴河海滨的金山嘴留有当

年秦皇父子东巡的行宫遗址。汉时，武帝封禅泰山魏武曹操北伐乌桓，唐时，太宗李世

民率兵东征，都先后路过于此地。北魏文成帝、北齐文宣帝等历代帝王也在此留有踪

迹。秦二世胡亥效法先帝出巡碣石，刻辞《碣石铭》，魏武帝曹操北伐乌桓班师经碣

石，吟哦《碣石篇·观沧海》，唐太宗李世民征东经此，赋诗《春日望海》。．这些帝王

的文化活动，对秦皇岛地区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秦皇岛天开海岳，自古

为出关咽喉，交通要冲，军事要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兵家必争的秦皇岛地区金戈

铁马，战火频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屡遭破坏，生灵倍遭涂炭。特别是十六国大乱后

期，以及唐末五代初期，秦皇岛地区几度荒芜人烟。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黟，

人们饱经战火之后，一旦重建家园，文化又随之振兴。秦皇岛境内的长城，最早修筑于

北齐，至今抚宁县境内还遗留有北齐长城，座落于山海关城以东的姜女庙，也建于宋以

前，昌黎城内的源影寺塔、卢龙城内的陀罗尼经幢，建于辽、金’昌黎五峰山韩文公

祠，抚宁县的白塔寺等寺观，建于明。这些古建筑，反映出秦皇岛地区在不同时期的文

化水平。至明代，山西、山东，以及江浙一带大量的移民定居于此，又使得秦皇岛的文

化与外地文化互相融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种文化的兴盛和繁荣，一直延续

至清代。

值得一提的，是历代文学家到这里游历，为秦皇岛一带文化的兴旺带有深远的影



响。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写下了“东出卢龙塞"(高适： 《塞上》)、“塞垣通碣石秒

(卢照邻； 《关山月》)、“白日暗榆关矽 (王昌龄； 《从军》)， “南登碣石馆力

(陈子昂。 《蓟丘怀古》)、“边烽警榆塞’’(骆宾王： 《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

戎》)，“春风昨夜到榆关’’(卢汝弼； 《春)))、“拟金伐鼓下榆关黟(高适。

《燕歌行》)、 “碣石何青青’’ (刘叉； 《爱碣石山》)等诗句，记述经历这里的情

景。明代又有李攀龙、王世贞等著名诗人留有“碣石中怒，沧海北倚’’(李攀龙。 《碣

石篇》)、“卢龙左张翎，白马旧安西’’(王世贞。《永平道中》)等佳句传世。历代

众多文人墨客的文化活动，促使秦皇岛地区文风日盛。至明代，仅山海关就出现了一些

如范志完、朱洪范、肖显等较有名气的文化名人。

至清，满人入关，秦皇岛地区成为满汉杂居的地方。汉文化，满文化互相影响，互

相交融。从秦皇岛地区人民群众的一些生活习俗和此地盛行的民间艺术地秧歌、寸子秧

歌上，可以充分体现出这一点。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美，英、德、俄、意等八国联军先

后在秦皇岛登陆，各建自己的营盘。随着异国军队的入侵，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秦皇

岛地区也渗入了西方文化。特别是19世纪末，开滦矿务局的创建、津榆铁路的修筑、秦

皇岛码头的开港和北戴河海滨的开辟，带来了秦皇岛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

展，秦皇岛的文化也随之出现了病态的兴旺。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秦皇岛地区的民间艺人和唐山地区的民间艺人一起，不断革

新和发展冀东的民间民族文化。青龙三岔口村于嘉庆九年(1805)建造的“关帝庙戏

台刀反映出，这一带曾在清代盛行过杂剧。直到本世纪初，继承杂剧的传统，冀东一带

的民间艺人从革新“莲花落"入手，发展到华北、东北盛行的深受群众喜欢的评剧。

民间艺术地秧歌起于元代，至本世纪初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评剧和地秧歌的发展，秦

皇岛地区的民歌、鼓乐、乐亭大鼓、皮影戏也得到振兴。此时，秦皇岛还出现了一些群

众文化场所和群众业余文化组织。如山海关阅报所、秦皇岛港高级员司俱乐部相继面

世。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全国各地乃至秦皇岛地区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这里特别应该提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尽美同

志。李大钊为乐亭人，他的故乡乐亭与秦皇岛地区仅一河之隔。“五·四"运动前后，

他曾数次到昌黎县的五峰山游览、避暑度假和躲避军阀政府的缉捕。在那里，他传播新

思想、新文化，进行重要的革命实践和新文学创作活动，除了撰写重要的革命理论文章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再论问题与主义》外，还先后写出((游碣石山杂记》， 《游

行日记》、((五峰游记》等散文佳作以及((山中即景》、《悲天羚，《岭上的羊》、

《山峰》、《山中落雨》等令人耳目一新的白话诗。王尽美是山东诸城人，学生时代即

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组织革命运动。1922年8月，他曾受邓中夏委派到山海关开展

工人革命运动。在他的帮助下，当月就成立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俱乐部组织工

人办夜校，学文化，开展文艺活动，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秦皇岛开滦矿务局的工人，

也参照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在秦皇岛鲜果市老盐店建立了秦皇岛矿务局工友俱

乐部。两位革命领袖，为秦皇岛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四’’运动以后，秦皇岛地区出现了许多新文化活动。电影放映在昌黎县最早



出现，第一个私人书局“会友书局弦最早出现于秦皇岛的朝阳街， 图书馆也最早

出现于昌黎县的城关。此外，电影院、曲艺场等文化活动场所也相继设立于市。山

海关出现了京剧票房。30年代初，昌黎创办《燕东日报》，山海关创办了《山海关

日报》。一些学校的新文学，新音乐，新戏剧创作活动，也曾形成热潮。30年代中

后期，秦皇岛地区的民间艺术如鼓乐、皮影、评书以及评剧的演出活动，最为兴

盛，一些艺人出关，在东北地区还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昌黎吹歌艺人陈永成、青龙皮影

艺人李秀等都名誉东北三省。30年代中后期，各地相继成立了民众教育馆，对秦皇岛

文化艺术发展曾起了一定积极作用。日本侵略者占领冀东，以及“八·一五"日本投降

后国民党接收各地，秦皇岛的文化事业遭到摧残。此期间尤应提及的是，秦皇岛地区的

革命文艺活动。40年代初，秦皇岛一带边远地区出现了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盛行抗日

民歌，象昌黎的《滦河小调》、《叫老乡》、《叫声老大娘》，抚宁的《抗日歌》，

强骂汉奸》，《打倒顽固头》、((放哨歌》’青龙的((送郎去当八路军》，《一心上山

参加游击队》等。此外，根据地还创办了抗日剧团、抗日文艺刊物。这一时期，冀东军

区的尖兵剧社曾在昌黎等地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对秦皇岛革命文艺的发展，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在尖兵剧社的影响下，昌黎县解放区由文救会组织起革命文艺团体“大众剧

社"，先后上演了《春之歌》、《兄妹开荒》，《送郎参军》，《白毛女》等革命文艺

节目。革命文艺的兴起和发展，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1947年初，冀东十三地委所辖各县，全面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为了配合这次土地

运动，发展革命文艺事业，11月成立了“路南文工团力。1948年11月27日，秦皇岛获得

解放，路南文工团调至秦皇岛市，改名为“秦皇岛市委文工团”。秦皇岛市委文工团带

来了革命新戏《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及小型革命歌舞《歌唱毛主席》，

《兄妹开荒》等。所演之处，场场暴满。由于文工团活动的影响，工人，学生唱解放歌

曲，业余文艺爱好者排演新戏，秦皇岛的文艺活动，展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随着秦皇岛和全国的解放，新中国诞生了。这是秦皇岛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

转折点，从此，秦皇岛的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市委文工团的影响下，

市区剧场、曲艺场都开始编演说唱一些新节目，新段子等。大部分老艺人接受新

文艺思想。1949年下半年，秦皇岛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开始筹建。全市召开了首届文艺座

谈会，宣传贯彻中共文艺方针和毛泽东的革命文艺思想，对秦皇岛的文艺进行了初步

改造，开辟了全市文艺活动的新局面。此时，新政权接收了各地的民众教育馆，又逐步

对书局，电影院、剧场、说书馆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政府机构内设立了文教

(化)科，负责文化事业的行政管理。同时各县、区均成立了人民文化馆和新华书店。

一些县，区还建立了公共图书馆。此期间，文化设施建设发展很快。各地相继维修改

造了影院和剧场，新建了电影院、剧场，礼堂，工人俱乐部等。一些专业文艺演出
‘

团体接连诞生。如文工团、评剧团、皮影社等。与此同时，秦皇岛市还成立了第一个群

众文学艺术团体一一秦皇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市的各项文化工作蒸蒸日上，欣欣

向荣，尚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群众文化工作轰轰烈烈。至50年代末，农村大公社

社社建立了文化馆，村村成立了俱乐部，业余剧团星罗棋布活跃在乡间，城镇厂矿俱乐

部，业余剧团数不胜数，争奇斗妍。一些外省，市，自治区的文化工作参观团纷纷来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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