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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红山区文化馆志》欣逢馆庆五十周

年之际付梓问世了。这是我区有史以来第一部

文化馆专志，是全馆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

。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

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本志的编修问

世'其主旨在于真实全面地记述全馆群众文化

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

探讨群众文化工作规律，更好地为深化改革和

“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并以百倍信心面向未来。

赤峰地区历史悠久。这里是闻名遐尔红山

文化的发祥地，它与中原地区一样是中华文明

的摇篮。 ，

群众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

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先民在共同的劳动中创造

了较为原始的音乐、舞蹈和绘画。

历史是分期的，但又是沿袭的。自春秋战国

至清初，这里是我国北方多民族活动的广阔历

史舞台，又是与中原汉族人民不断接触交往的

地带。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j共同发展了经济和

文化。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发展了不同的文化

艺术，既有继承、吸收又有发展，起到了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清代雍乾年间，关内汉民大量移入此地，不

仅带来了生产技术，同时也带来了群众文化艺

术。这里的蒙汉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促进了

赤峰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迨至清末

民初，群众文化活动已呈“鼎盛”之势。 ，?

建国后，百业俱兴，赤峰地区跨入了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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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纪元。经济建设日新月异，文化建设蓬勃发

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文化

活动有了更深层的长足发展，科学文化知识不

断普及；群众文艺表演，红红火火；群众文艺创

作欣欣向荣，创作新人脱颖而出；民族民间艺术

遗产，抢救挖掘整理卓有成效；群众喜闻乐见的

灯谜猜射，有声有色，并跻身于国家谜坛殿堂。

这里既有文化馆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也有广大

业余文艺爱好者的心血和汗水。建国五十年的

实践证明：文化馆工作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是

值得存真求实地加以记载的。这是一项有利于

当代惠及后人的有益工程。

本馆建馆虽然较早，然无旧志可循。为发展

群众文化，开文化馆志之先河，明继往开来之借

鉴，于1995年，在区文化局、区文化志编委会直

接领导和指导下，开始编修馆志。遵循详今明古

的修志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查阅、分析了上百万文字和部分图片

音像资料，集散拾零，去粗取精，为发挥志书的

存史、资政、教育功能，对那些最能反映客观事

物本来面貌的资料，均如实的加以记载。结合馆

情，在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卷尾设人物、附录，

卷中设专志十章二十五节，约十万余字。全面系

统，详略有致，重点突出地记述了文化馆的历史

和现实状况。这是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结

构比较合理，语言比较通畅，“小而全”的馆志。

愿全体新老文化馆工作者，读之，用之，重新认

识文化馆，了解文化馆，进而热爱文化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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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砥砺自己，勇于攀登，充分发挥艺术才华和

敬业精神，迎接跨世纪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让更

多的社会人士了解群众文化，寓教于乐，潜移默

化的教育作用。

编修馆志是一项复杂、缜密的系统工程，在

馆志出版之际，衷心感谢辛勤耕耘、潜心著述的

全体编修人员；感谢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感

谢各有关单位及个人真诚无私的支持和鼎力相

助。

赤峰市红山区文化馆馆长

工 支·

199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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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

记述全馆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因事而异，一般朔至事端，下限断于1995年，个

别情况延至1996年。’ ．

三、本志结合馆情实际，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卷中设党政群组

织、基本建设、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艺创作、古乐挖掘、民间舞蹈、

民间剪纸、服务辅导、业余艺术教育、职工队伍十章，其序列分章、

节、目三层，个别目下酌加子目。卷尾设人物、附录、后记。

四、本志表述形式分别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述”

总揽志书，展现全貌；以“记”为经，纵贯古今；以“志”为纬，横陈门
t 类，纵写史实；以“传”为补，籍人明史；以“录”附后，辑存资料；

“图”、“表”随文，节省笔墨。增强实感。

五、本志立足当代，详今明古，有详有略，求实存真，体现时代

特色，突出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 ，

六、志书中出现的“解放前后”系指1945年8月16日赤峰解

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
’

‘

七、历史纪年。辛亥革命以前用汉字先写朝代年号，后在括号

．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伪满洲国号、年号、政权机构等行

文均冠“伪”字。

八、遵照修志惯例，生不立传，入传人物以卒年为序。入表人物

均为受区(县级)政府以上奖励和高、中级职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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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红山区建于1983年(原为赤峰市)，位于我国燕山北麓，内蒙

古自治区东部，隶属赤峰市，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东

部、东南部与元宝山区接壤，南部、北部、西部与松山区相连，西南

与喀喇沁旗毗邻。全区土地总面积169．63平方公里，总人口26万

人。有蒙、汉、回、满、朝鲜、达斡尔等22个民族，是一个以蒙古族为

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民族和睦相处的民族聚居地区。

“红山文化”发祥地——红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赤峰地处东北经济区与华北经济区幻结全部、沿海开放区与

内地开发区的交汇处，其枢纽区位优势明显．而又人文荟萃，便于

发展本地经济和文化。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赤峰历史悠久，地

灵人杰，享誉国内外的红山文化即发祥于赤峰城区东北隅的红山。

从考古发掘证明，早在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先民就在这里劳动、

生息，繁衍，过着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和渔猎的生活，共同创造了

光辉灿烂的北方古文化，它与中原古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明

的摇篮。

区境还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多处，其

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西周。

自春秋、战国至清初，赤峰及其周边地区，先后是山戎、东胡、

匈奴、乌桓、鲜卑、库莫奚、契丹、女真、蒙古等中国北方古代名族生

息活动的地方；同时又处于同中原汉族经济、文化密切交往的边缘

地带。数千年间，随着双方势力的消长，这里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化

干戈为玉帛；时而为某一北方民族所统治，时而为某一中原王朝所

管辖。在长期的交往和争斗中，共同创造了古代经济和文化。

赤峰地区的群众文化源远流长。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用

手工制作的陶器造型即是原始工艺美术，精美的彩陶器上所绘饰

的平行线纹、斜线纹、窝纹和代表红山文化“族徵”式的龙纹即是远

古绘画的滥觞，红山岩画则使原始绘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先民们

在共同劳动中产生了原始音乐和舞蹈。在漫长的历史苍桑岁月中，

历代都有各自不同的而又有继承关系的音乐，舞蹈、美术和文学创

作，忠实地记录着各个时代的文化的底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自清雍正、乾隆年间，清廷实行“借地养民”、开荒“放垦”政策

以来，关内汉族人民大量移入赤峰，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

还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赤

峰始建通俗演讲所(民众教育馆的前身)。迨至清末民初，带有晋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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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色彩的戏剧、曲艺、舞蹈、音乐、杂耍等文艺活动出现在庙会、

闹市，群众文化活动已呈“鼎威”之势，并逐渐融为具有地方特点的

各种文艺形式。民国19年(i930年)易演讲所为民众教育馆。1933

年，赤峰沦陷，在日伪残酷统治下，民不聊生，群众文化活动百花凋

零。

194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赤峰人民获得解放，欢欣

鼓舞溢于言表，陕北秧歌、花棍舞、《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一大

批革命歌曲第一次出现在赤峰街头和舞台。1946年重新建立民众

教育馆。解放后开展了具有革命内容的新文化活动。建国后。1950

年易民众教育馆为赤峰市人民文化馆。建馆初期统揽全市科学、文

化、宣传和识字教育工作。成千上万的城乡居民、基层干部，通过识

字教育脱盲，参加了革命工作和工农业生产。1950年，本馆购进了

第一台幻灯放映机。1952年自装一台扩音器，在城关区内安装广

播喇叭，每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开赤峰有线广播事业之

先河。嗣后随事业的发展，各宣传机构逐步单独建制，文化馆工作

便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挖掘整理民族民间艺

术遗产为主要任务。

锯放后，建馆至今五十年来，始终采取阵地服务与辅导紧密结

合的工作方法，开展知识性、教育性、娱乐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寓

教于乐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举办各种展览，组织辅导城乡业余文

化组织，进行文艺演出及各项游艺活动。60年代初中国画《田间小

憩议春耕》是全市最早参加全国美术展览的作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进入80一90年代，文化馆

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

向，致力改革，不断探索，由“小文化”向“大文化”转轨，由过去单一

服务型向服务型与经营型相结合的办馆方向靠拢，坚持社会效益

第一的原则，从无偿服务到有选择的有偿服务。在继续举办无偿展

览、演出、文学讲座、出版内部交流文艺刊物的同时，相继向社会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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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经营性的舞厅、电视放映厅，并低费办美术、书法、摄影、声乐、器

乐、服装裁剪、家电维修等各类学习班，常串办业余艺术学校，培养

各类业余艺术骨干队伍，向艺术院校、文化艺术单位输送专业艺术

人才；并为城镇青年就业前进行培训，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为就业

铺路。

在抢救挖掘整理艺术遗产中取得重大进展，整理出濒临失传

的《赤峰雅乐》、《赤峰佛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专题播放。

《赤峰雅乐套曲》盒式带参加法国国际图书博览会。使古乐复鸣，激

发今人事业，从塞北赤峰传到海峡两岸，并走向世界。

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灯谜活动，历久不衰，并赋予了时

代精神。红山谜社代表内蒙谜界出席首届中华灯谜学术会，并当选

为学会委员，谜社成员在全国征联大赛中名列榜首。《中华谜报》辟

《大漠风情》专版由红山谜社主办，展示了红山谜社和内蒙各地的

谜人、谜作、谜事。

红山区京剧爱好者协会的票友参加第二届全国京剧票友节，

艺压群芳，获“先进票友之家”集体最高奖，17名票友全部获个人

演出奖，为赤峰市、红山区赢得了荣誉。

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发挥了文化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开展群

众文化活动，弘扬民族文化，挖掘民族文学艺术遗产，潜移默化地

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教育

功能，并在某些方面起了中心文化馆向全市辅射作用。

80年代以来，本馆曾多次受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昭乌

达盟)、红山区各级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

回顾过去，正视现实，并不陶醉于已有的成绩，全馆人员正以

高昂的意志，奋发向上，大胆改革，以爱岗敬业务实精神，进行新探

索，组织百人业余文艺创作队伍，从事各类文学艺术创作；积极辅

导培育企业、部队、校园文化基地，与他们同台演出，开展活动、交

流经验，切磋技艺。探索新形势下的群众文化工作规律，为不断丰

4



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不畏艰辛，贡献艺术才华，为。两个文
明”建设，谱写群众文化新乐章。

群众歌咏演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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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

清 代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 邑人，诗家赵玉丰，字蓝士，号瘦伯，雅号倚楼，游红山时写下

了五言、七言诗句。咸丰九年(1859年)，在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

咸丰十一年出版《泥莲书室吟草》、《泥莲书室词钞》、《泥莲书室试

帖》、《泥莲书室杂著》六卷四百余首(篇)，为赤峰诗家出版作品第

一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赤峰始设通俗演讲所，为群众文化教育事业机构。

中华民国

’

民国8年(1919年)

民国初年赤峰街盛行河北梆子，邑入贾维声、张金柱等人牵头

组织河北梆子“子弟班”，亦称“此地班”，约二三十人。经常在关帝

庙、财神庙戏楼或东龙主庙、大粮市等处义演。当时称业余演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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