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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襄盛举志鉴千秋
《成都群众文化志》代序

捧读志书，令人激动。它填补了成都群众文化从无专志记载

的空白，为成都群众文化事业做了一件颇富建设性的工作。投入

该志的编撰人勇，都长期工作在群众文化战线，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和理论素养，在不同方面卓有建树。盛世修志，为了党的事业，

他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辛勤地耕耘，默默地奉献，沐

夏雨秋风，拂岁月风尘，在浩如烟海的典籍、报刊、档案、遗陈

中深入发掘，遍访市属19个区(市)、县广捋博收。经几牟努力，

数易其稿，有的同志甚至躺在医院病床上还在字斟句酌，精心修

改订正，终于把这部28万字，凝聚着集体智慧和心血的《成都群

众文化志》捧献出来。它全面记载了成都群众文化的发展及现状，

以确切的记述、丰厚的史料、科学的考证，再现了我市群众文化

发展和步入繁荣的历史面貌。

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众文化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

历史，渗透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之中。历史上虽早有群众文

化现象的存在，但作为一项事业，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开展工

作，并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探索、总结等，则是群众文化发展到

一定历史阶段在现代才出现的。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

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为了歌颂胜利，寄托期盼，消

除疲劳，活跃身心，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随之萌芽、产生、发

展、提高。它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教育意义的群体性社会存在，是
。

·】 ·



广大群众自己参与、共同创造的，它为专业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

丰富的滋养，在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是来源之一。

成都的群众文化在我国、我省群众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有悠久的魇雯黄统。’教具搬地方特琶糕擞燕蠲，簿动规模。如历

来便形成的正月灯会、二月花会、三月蚕市直到十二月的桃符市，

月月有节有_会，会会内容各异，形成了市井文化艺术集中展现和

争奇斗妍的热点。而郫县的“望丛赛歌会”、都江堰市的“清明放

水节”、新津的“龙舟会”等传统文化活动和无处不有的成都糖画、

面人、风筝、风车、龙灯、。狮灯、春牛灯、踩跷以及薅秧的歌，乡

俚的曲、闹半的锣鼓、朋江的号子等等，不仅地方特色鲜明，活

跃-时一方，遂在广大群众生活、生产活动中代代承继，建续传

播，不断得到发展丰富。

192|4年，卢作孚在成’都首建通俗教育馆，从教育角度，有意

识地组织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应该看成是成都较丰建立的群众
、

文化专门机构。

骁日战争时期，社会各界和在蓉蓉大专院校纷纷开展歌咏：演

翩、‘溲画等群众柱藩动：夫量的抗战歌曲、戏剧j绘画等产生了

巨大影响，形成了抗日救芒、唤起民众、追求光职。的社会浪潮。

】：、9昭牟，温落善民众教育馆甜办于、《民众导‘报》；中共地下党

员陈天钰在该报分期刊登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并为《新华日

报》成都夯锫代铺外国记者介绍延安解蔽区情况的书霞活跃的肤

麓§。为生活在国统区受到严密控制的成都火民群众，疲进了一片

暗先。

解放后，。群众文化上作在党和政府领导卞，将各个时期的中

心工作内容渗透于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之中。音乐、’舞蹈、文学、

彰视、美术‘、杂技、谤卺等癣众艺术和民词文艺肴j宦夫发展。群
众文纯活动：群焱受纯群体非常活跃。1文饨馆、站等专门机犄和

各种协会遍希城箩。尤其是葭革并放以来，‘在弗小平同志建设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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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市群众文化事业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

针，出现了空前发展、繁荣的景象。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不仅

加强了对群众文化活动的领导，还对群众文化工作队伍的建设、经

费投入等采取了有力措施。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村落文化、校

园文化等无不充满活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盛世修志，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壮举。不仅对当前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推动作用，还有着历史的深远意义。

成都市文化局组织修编了我市重点志《成都市志·文化艺术

志》，在此志中专列有“群众文化篇”。在“群众文化篇”的修编

过程中，记录大量珍贵资料。经过研究，认为“群众文化篇”可

抽出加以扩充单独成志。因此又组织人力作了全面充实，以超过

“群文篇”数倍的篇章，全面记述了成都群众文化的历史面貌，时

代辉煌。作为市文化局行业志的一个方面，在市文化局修志办公

室指导下，市群众艺术馆主动提供人力物力，承担了主要工作，对

该志的出版，作出了贡献。为响应中共成都市委“认识成都、热

爱成都、建设成都”的号召，为宣传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做

了一件意义重大的实事，是我市群众文化战线上的一件喜事。

仅此代序。并向参与这部志书编篡和出版的所有同志致以由

衷的谢意。

史家健

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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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群众艺术馆活动楼外貌

i文化馆外貌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到市群众艺术馆视
察工作并题词(1 989年)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接待法中友协全国执行局委员、艺术

委员会主席让皮埃尔青菜姆夫妇(1987年)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创作编辑

部干部正为第二届艺术节征联。[

作忙碌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辑出版

的部分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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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斟

96j年市群众艺术馆在劳动人员文化宫传授舞蹈《我们走在大

19j9年成都市群众器乐观摩

演奏会的器乐演奏



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少儿歌舞艺术片《我们翻

是向阳花》中的‘夸爷爷’。



金牛区石羊乡高跷队在成都市民间艺术节上表演

990年首届成都市民问艺术节中劳动号子表演



1990年市艺术馆编导的话剧

小品《叫卖》参加四川省“夔门

杯”戏剧邀请赛演出

1987年第二届艺术节川剧座

唱比赛

成都市“双庆”活动中，大型艺术J“场表演(1989年)



乖幼儿木偶小舞台艺术展览在北京展出，图为小

《孙悟空j打白骨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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