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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群众文化

黑多县历史悠久，千年宗族社会制度和宋元以后的程朱理学影响，使得境内囚乡形成众

多具有文化特色古村落，它们是徽州文化的历史综合载体，是徽州文化重要发祥地，其中

有着传承渊源、地域广泛、别具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即为具体表现之一。 延至民国时期，

民间文化活动依旧活跃，而政府文化部门开展的文化活动形式相对单调，多为图书阅览出

借、版壁报宣传等。 抗日战争时期，群众文化活动主要结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动民

众，宣传民众，城乡各地活动踊跃，形式多样。 建国后，全县群众文化贯彻执行党的文化

方针政策，结合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群众文

化更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生机勃勃，花团锦簇。

第一节机构与组织

一、群众文化机构

县民众教育馆

民国 24 年 (1935 年) ，县政府拨款成立县民众教育馆，馆址设鼓楼右彰善祠(现公

安局内) 。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前成立的黯县青年图书馆因上海沦陷，经费断绝而停办，

所有图书、橱柜等都移交给民众教育馆。 民国 34 年，民众教育馆奉命裁撤，所有图书、

家具、财物全部移交黯县县立初级中学。 县中学增设社教部，接管社会文化教育工作。 建

国初，省人民政府下文，要求各地恢复民众教育馆。因黯县民众教育馆早在 1945 年初撤

销，元法恢复。

县文化馆

1950 年 3 月，县长张省三亲调横冈小学校长汪健庸负责筹办县人民教育馆O 县财粮科

拨粮千余斤，购买一些书籍，征订几份报纸，馆址选在北街余家祠堂。 1951 年 4 月，黠县

人民教育馆改名为移县人民文化馆 1952 年 10 月，定名为黯县文化馆，沿用至今。

乡镇文化站

1951 年 6 月，建际联文化站。 同年 9 月，建渔亭文化站。 1952 年春，渔亭文化站改

为温亭中心文化站。 1952 年 2 月，建碧阳文化站，站址设于龙蟠桥村 5 月，在古筑村建

古筑文化站，在美坑村建美读文化站，在宏潭汤村建汤胡文化站。 1953 年 5 月，汤胡文化

站撤销，并人美溪文化站。 1954 年，碧阳文化站撤销，并人渔亭中心文化站。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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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亭中心文化站改称油亭文化分馆;际联、古筑文化站先后关闭， 1962 年恢复为际联文化

站、西武文化站。

1964 年后，全县文化站又有新建东源、洪星、柯村、宏潭 4 个公办文化站;至IJ 1969 

年，全县共有西武、渔亭、际联、美澳、东源、洪星、柯村、宏潭等 8 个公办文化站。

1974 年后，宏潭文化站因工作人员变动而几度关停。 1967 - 1977 年间，龙江、红旗 、 碧

山、酒溪、碧阳等 5 个公社、镇相继建立民办公助文化站，工作人员均由各社、镇自己推

荐。 1981 年后，各民办公助文化站工作人员先后通过考试，转为大集体人员，或通过考试

转成干部。 1985 年，宏潭文化站恢复运行。

1992 年，洒溪乡并入际联乡，洒溪文化站随之撤并;红旗乡并入碧阳镇，红旗文化站

随之撤井。 1998 年 12 月，东源乡改称西递镇，原东源乡文化站易名西递文化站。 2001 年

1 月，中共黠县县委发出《关于实施我县乡镇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通知~ ，要求乡镇文化

站、广播电视站合并，成立乡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站，隶属当地乡镇政府，业务上受县文

化、广播电视等主管部门指导。 是年 2 月，全县乡镇文化站、广播站机构改革全面完成。

2∞5 年，碧山、龙江、西武乡分别撤并人宏村镇、碧阳镇。 原 3 个乡的文化广播电视服务

站也随之撤井。 到 2∞6 年年底，全县有宏村、西递、碧阳、渔亭、洪星、宏潭、美溪、

柯村 8 个文化广播电视服务站。

县黄梅戏剧团

1958 年，黠县筹办专业剧团，招生刚结束，黯县撤销建制，部分演员调到祁门文工团，

留下 26 人，经黑多城公社党委争取，组建成黠城文工团。 1959 年下半年，文工团团员全部下

放至郭门、西街、南门大队，白天参加劳动，夜里集中演习和排练。 1961 年，黠县恢复建

制，县委拨款 2(削元，筹建专业剧团。 1%2 年 2 月，在原理多城文工团基础上，成立移县黄

梅戏剧团，经费由县财政支出。 此后，省艺校四批分配 11 名中专毕业生到团，充实演出力

量。 1972 年，定为县文化事业单位。 1975 年以后，陆续招收新员 12 人;到 1980 年末，总人

数有 44 人。 黯县黄梅戏剧团自成立后，面向基层，经常深入山区演出。 1975 年，受到安徽

省文化局表彰;同年 7 月， ~安徽日报》报道黠县黄梅戏剧团上山下乡为群众演出的事迹。

到 80 年代初，上演剧目共有 l∞多个。 1988 年 7 月，县委、县政府根据文化部颁发的《专

业艺术表演团体深化改革实施双轨制方案》精神，结合静县实际情况，撤销黯县黄梅戏剧

团 。 剧团演职人员陆续被分配到文化馆、站以及县直机关其他单位。

二、群众文化组织

县青年智力开发中心

1983 年初，在县直机关、 学校工作的部分青年发起并筹建黠县青年智力开发中心;同

年 5 月 4 日，召开成立大会，会员达 100 余人。中共黠县县委副书记章恒业及县委宣传

部、共青团里多县委员会负责人到会祝贺。

青年智力开发中心(简称中心)宗旨为团结广大青年，加强学习知识，提高自身素

质，活跃城区文化，投身家乡建设。 中心设有演出队，每星期安排二个晚上排练节目，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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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县灯光球场、文化馆、县委会球场及各乡镇演出 。 中心经常配合县中心工作，不定期

在街头举办法律、卫生、旅游、栽桑养蚕等知识咨询。 中心不定期编印文艺刊物 《小桃

源~ ，刊登会员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在中心内部传阅，并在县直机关、学校

之间交流。 1984 年，编印国庆 35 周年特刊，县委书记张奇涛、县长程迪柱等县领导题词，

并邮寄至外地学习的黠县籍学生。 是年，县青年智力开发中心举办"我为家乡建设献策"

征文和古黯知识比赛，对优胜者予以奖励，在 《小桃源》 上刊登获奖征文。 1985 年，中

心会员陈继腾的《论徽州地方性风景区的开发建设》、胡时滨的《宣传徽州与研究徽州》

论文分获共青团徽州地委举办的"我为旅工农发展战略献一计"征文二、三等奖。至

1989 年，共编印《小桃源~ 50 多期。

1985 年春节，中心召开回乡大中专学生座谈会，就振兴黯县经济进言献策，并形成材

料，呈报县有关部门，得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1987 年 7 月 10 日， {徽州报》刊登

《黠县青年智力开发中心越办越好》的专题报道 1989 年， {黄山青年》亦有专文报道。

中心开展的活动还有:组织会员到西递、宏村、南屏进行古村落考察，向有关部门提出开

发旅游建议;举办文化知识辅导班，聘请县内有关专家开设讲座，如创作剧本、散文等方

面知识;编辑《咏黠诗词一百首》、《黯县民间故事》、《黠县民谣》、《黠县山水记》、《标

点俞正锺文》、《黔县古书院》等专集。 1990 年，该组织活动终止。

黯山诗词笔会

1992 年，果多县中学、中同民主同盟黄山市委员会黠县支部在路县中学联合举办"野

山诗词笔会" 。 原县政协副主席、徽学专家舒松链领衔并组织面请或函约当地、外地作者

56 人，汇集各类新旧体诗词 202 首，并主编成《移山诗词笔会集~ 0 1997 年，召开"桃花

源诗词笔会收集诗、词、由 107 首，舒松饪主持编印《挑花源诗词笔会集~ 0 1998 年 8

月，黠山诗词笔会共收得古今诗家吟唱黠县山川、历史、人物、风俗的诗、词、曲 432

首，并在县中城山庄举办"桃花源诗词吟诵座谈会会后编印《黠山风物诗词选》小

册，黄山市政协副主席、民盟黄山市主委李仁鼎书撰序言，黄山市高等专科学校黄谢教授

题签书颜。 1999 年农历重阳节，黯山诗词笔会部分老年成员、县城老年诗友 20 余人结伴

登临城郊东岳山，进行诗词现场吟诵。 事后，编印 《东岳山登高联吟汇集~ 0 2000 年以

后，黯山诗词笔会停止活动。

西递村文艺协会

2006 年 9 月 8 日，西递村成立文艺协会，会员 52 人。 村委会拨款 7∞0 多元，添置彩

电、录音机、锣鼓、二胡、京胡、腰鼓和演出服装等。 会员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排练戏

曲、舞蹈，在香溪谷大酒店文艺晚会、西递镇"元旦之夜"、县"元旦、春节文艺晚会"

等文艺晚会上演出舞蹈i {开门红》、京剧《沙家洪~ (片断)等节目 O 文艺协会腰鼓队在

西递召开的全国摄影节、世界遗产保护日、黄山市文艺团下乡等文艺活动中演出 20 多场。

中央电视台、安徽日报、北京晨报、黄山电视台、黄山日报等多家媒体对协会活动情况进

行过采访报道。

县阳光中老年健身活动中心

2000 年元旦，黯县城区一批文体活动爱好者自愿组合、自筹经费成立中老年健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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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2006 年 12 月，在县民政局进行社团登记，更名为"黯县阳光中老年健身活动中

心有成员 50 多人。活动中心设有舞蹈队、腰鼓队、秧歌队 、 歌咏队、门球队、武术

(太极拳、 剑、扇)队等。 活动中心建有室内交谊舞厅，每天均有活动，并经常参与县、

社区 、 企业开展的多项文娱体育活动。 2004 年 10 月，在第六届中国黄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上，活动中心舞蹈队参加表演。

第二节 文化设施

一、演映场所

万年台

万年台，即指古戏台，清代建于县城东门外(现灯光球场处) 。 戏台为木质二楼结构，

宽敞高大、装饰华丽，舞台两侧挂有清代黯人俞正攫书写的对联云想衣裳花想、容，想

见大罗天上;水如就南月如镜，如从方壶中来" 。 每年节日和庙会，邀请剧团在此演出 。

历史上，县城有过万年台的地方还有城北城惶庙(现为县委会 ) 、 南门东岳庙(现金陵黠

县宾馆) 、 麻田广安寺(后为城关粮站麻回街仓库)等，现均已无存。

桃源剧社

民国 37 年 (1948 年) ，县城程仿尚等人创建桃源剧社，利用东街李氏宗祠作为演出

场所，常接待外地戏班上演。 不久停办。

祠堂攻台

明清以后，乡间戏曲演出，除在露天旷野地方搭台外，多利用祠堂作为演出场所，该

作法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 县城区曾上演过戏剧的祠堂有:下王祠堂"积庆堂" (后改建

为影剧院)、胡家祠堂(后为鞋厂 ) 、 孙家厅厦"五间厅" (后为红旗供销社收购门市部) 、

大东门姜家祠堂、万家祠堂(后为县木业社)、直街程家祠堂 (后为黠山电影院)等。

人民胜利台

1951 年，县人民政府拨款在北门外广场建造黠县人民胜利台，作为县城集会和文艺演

出场所。 胜利台系砖木结构，台顶盖瓦，设有出、人门，台面约 120 平方米， 广场能容万

余人。 1952 年以后，这里曾举行过全县农民业余汇演 、 节日庆祝等大型群众集会、城乡物

质交流大会 、 全县体育运动会、 悼念毛主席逝世大会、粉碎"四人帮"万人庆祝大会 、 外

地剧团演出以及公审、公批大会等。 20 世纪 70 年代，因县林业局等单位扩建而拆除。

县影剧院

1955 年，县财政拨款 3. 3 万多元，在下王祠堂"积庆堂"原址(现为西递街) ， 兴建

人民剧场，占地 850 平方米，观众厅设木椅座位有 800 座， 1956 年冬竣工并投入使用，供

本地 、 外地剧团演出 o 1979 年，人民剧场易名黠县影剧院，另设电影放映组，添置 5501

型松花江牌 35 毫米座机，兼放电影。 同时，先后接待本省和北京、江苏、江西、浙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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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等 16 个省、市、县的表演团体演出 。 1984 年，在先后进行 3 次大修和改造的基础上

再次进行改造，将原砖柱门厅改建成混凝土结构的三楼，观众厅改设翻板背椅座位 849

座，改善通风设备和地面坡度。 2002 年，因城市改建和旧城改造被拆除。

黯山电影院

1961 年，黑多县电影联队下设黠县电影俱乐部，使用解放 103 型 35 毫米提包机，租借

县人民剧场场地放映电影。 1966 年，俱乐部配备松花江牌 35 毫米座机，利用直街程氏祠

堂(石狮厅厦) ，后改称"政治课堂建立黠县电影院。 1982 年，由于原祠堂厅面狭窄，

结构不安全，经批准拆除旧建筑，改建新影院，称黯山电影院。 路山电影院占地面积 173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115 平方米。 场内设铁架翻椅 1004 席，前后坡差为 2.1 米 。 至 2∞6

年，黠山电影院先后经过多次维修和改造及设施更新，成为县城电影放映、戏剧文艺演

出、群众大会等活动主要场所。

二、图书馆室

黠县固书仪器馆

清代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正月，通过县教育会会员捐助经费，在县城直街下段，

建立黠县图书仪器馆。 因为经费有限，只购置少量图书和报刊，仅供城区小学阅览，仪器

则更为稀少。 该罔书馆实际是商业性质，馆内图书既可出售，亦可租阅。 两年之后，因资

金短缺而停办。

青年圈书馆

民国 19 年 (1930 年) ，经黠县旅沪经商青年汪励吾等人发起，在黯县建立青年图书

馆。 馆址暂借城中北街中市孙氏宗祠(县林业局大院) ，经费由汪励吾等人组织的"黯县

青年励志会"提供。青年图书馆宗旨是鼓励家乡青年学习、了解社会。馆内有《万有文

库》等新旧图书 3000 余册供人借阅，励志会会长汪励吾兼任图书馆馆长。民国 26 年，上

海"八一三"抗战爆发，经费来源中断，青年图书馆停办，全部财产转交县立民众教

育馆。

县立图书馆

民国 21 年 10 月，建立县立图书馆，馆址设于城中东街。 经费由政府拨款，全年 800

元。 馆藏书 546 册，分为十大类九小类。 馆内设成人、儿童阅览部，并备有借书证，凭证

借阅图书。 阁书馆设馆员一人管理。

民众图书馆

民国 23 年，建立民众图书馆，隶属国民党黠县党部，馆内有图书、报刊等。

民间图书室

清末民初，黠县部分在外谋生的知识分子，受改良主义、民主主义新思潮影响，从教

育本族子弟出发，回到家乡动员族人，利用堂会收入，办起一些书报社，供本族子弟学习

借阅，以使他们能增长新知识，了解社会现实。 清光绪末年，西递村胡氏六房厅兴办起

"锄经堂阅书报社其图书由本堂地产收入购买和私人捐助。 藏书逐年增加，最多时装满



. 1312 . 移县志

八大书橱，约 2000 余册，另有报纸五、六种以及部分理化实验仪器。 图书由管会人兼任

管理。 抗战时，由于图书借走较多，人员也因陆续外出谋生而放松管理锄经堂阅书报

丰.t"就此停办 。 陈间村汪强斋家曾兴办 "有1)华阁书库拥有藏书 4030 余册，向本族、本

村人出借。 1953 年 ， 该书库图书全部捐献给县文化饨'。

黠县图书馆

1979 年，罔书从文化馆中分出， 单独成立憨

县罔书馆。 1 982 年，上级拨款 2 万多元，在麻田

漳1日J东岸新建阵|书馆大楼一幢，占地 450 平方米。

1985 年元旦，新图书馆正式开放使用，馆内设

"一处兰室二库目IJ外借处 、罔书室、采编室、

信息服务室和|基本书库、过其)~报刊库。 是年底，

罔书馆拥有常年读者 92 1 人 。 2004 年，接待读者

10000 多人次 。 至 2006 年年底，馆藏罔二l:iì达 32000

余册。

第三节 馆、站活动

一 、 民众教育馆活动

~ .;r 

县图书馆

民国 24 年 ( 1935 年)成立的黠县民众教育馆，历年经费不多，主要开展开放阅览

室 、 出借罔书、出版壁报、开办民众夜校、提倡文明婚姻等活动。

开放阅览室 : 室内陈列若干份报纸和一些外地赠送的刊物及抗日宣传品，平常借阅的

人不多。 而借图书:馆内有图书三、四千册出借，借阅罔书的大部分是公教人员和在校学

生。 罔书主要有古典小说、新文艺作品、民间故事等类。 当时在静的复旦附中，有进步学

生前往借阅鲁迅等左翼作家作品 。 出版壁报: 主要摘抄报刊上的战讯和宣传等资料，张贴

在北街口，供群众阅览。 抗战初期，上级还发给教育馆r 7 管收音机一台，时为黯县唯一的

收音机，吸引了不少男女老幼前往观看和昕播。 民众教育馆'也经常将收录的战报内容和其

他新闻刻印出来 ， 一边张贴宣传， 一边发给各乡抗日救亡宣传队，作墙报资料，每次印发

70 份左右，并取名为《电讯~，直到民众教育馆停办才停刊。 举办民众夜校 : 借用东街保

小学教室夜晚上课，采用 《 民众识字课本》 。 参加夜校学习的有三 、 四十人，大都是家庭

妇女和失学儿童。 开展抗日宣传 : 抗战初期，民众教育馆除刻印 《电讯》外，还组织歌咏

队，请吴颂周老师教唱救亡歌曲，请旅杭经商的舒芷芬讲演日本侵略者侵占杭州后屠杀中

同百姓的悲惨情况，激发大家抗日热情。 提倡文明结婚:凡愿意举行文明结婚仪式的，民

众教育馆都免费借给会场、协助布置礼堂，尽力提供方便。 书送春联 : 春节到来时，民众

教育馆将书写有抗日内容的春联 J 在除夕之日张贴到城区各商店和l部分居民家门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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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文化馆、站活动

建国初期，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少、设施简陋 ， 主要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文化

活动。 通过教唱革命歌曲，协助举办夜校，对群众进行识字教育和职工文化学习;用图

片、照片、实物、模型等举办各种展览 ; 放映幻灯，编写黑板报、出墙报专栏、举办各种

讲座或晚会，来进行时事政策宣传、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等。 1958 年，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走

遍全县乡村， 宣传"三面红旗书写大幅标语，编印 《大跃进民歌选~ o 1961 年以后 ，

随着县文化馆规模扩大、人员增加 ， 多次开展美术、 创作、摄影、音乐、文艺等活动，举

办器乐合奏、表演导演、化妆、幻灯片制作、 宣传画绘制、故事员 、文艺创作等学习班，

繁荣城乡文化生活 。 每逢节日或周末，还组织文艺晚会或歌咏、棋艺、灯谜等活动。 1975

年后，县文化馆在北街开办大型玻璃橱窗，定期展出新闻照片和本土作者的摄影、 美术、

书法等作品，平均两月更换一期 。

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每逢传统大小节日，

县文化馆、文化站都要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1 98 1

年，县文化馆内放映彩色电视，开始对外售票，

少量收费。 1984 年，接待外地录像队放映录像。

随后，县文化馆自添录像机放映录像，对外售票 ;

翌年停办，器材转让。 1985 年，柯村文化站组织

江谣村业余剧团排演黄梅戏《女驯马》、 《天仙

配~ ，春节期间在山区多个村、队演出，受到群众

欢迎。 龙江乡文化站组织后份村排演《闹花灯》、
书画展览

《游春》等戏。 碧山、西武、 红旗、碧阳等乡镇文化站整理排练《十把小扇》、《十把花

伞》、《大头娃娃》等民间舞蹈，春节期间集中县城表演 ， 增添节日欢乐气氛。

1988 年 7 月，县黄梅戏剧团撤销，部分演职员充实到文化馆、站，以增强群众文化工

作力量。 1989 年元旦、春节期间，举办全县幼儿绘画比赛活动、少儿迪斯科舞比赛、青少

年现代舞比赛、"天都杯"硬笔书法有奖竞赛，开展街头灯谜活动。 是年 3 月 8 日， 举办

全县首届"三八妇女书画展共有书法、绘画、剪纸、刺绣、模刻、民间图案工艺品等

百余件作品参展，按艺术形式不同，分别颁发 4 个一 、 二、三等奖。 在庆祝建国 40 周年

之际 ， 分别举办大型同庆文艺晚会、同庆书画艺术作品展、 40 年成就图片展。 其中 ， 国

庆书画艺术作品展超出历年书画展水平，涌现出一批青年书画作者。 是年，在"县元旦、

春节文化活动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 县文化馆和各乡镇文化站全力以赴投入筹备元旦活

动。 1989 年 ， 全县文化站共出各种类型专栏 81 期 、开展多种群众文娱活动 45 次、举办书

画图片展览 6 期、 举办各种类型培训班、讲座 15 期 。

1995 年，县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深入全县各地，挖掘整理排演一批深受民众喜爱的民

俗表演节目 。 1999 年，在庆澳门回归 、元旦、春节期间 ， 全县举行民俗表演汇演，舞龙、

舞狮、踩高挠、腰鼓、抬阁、摊戏等多个街头民俗表演，烘托出浓烈的节日气氛 ， 深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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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民欢迎。 在旅游景区，县乡文化部门协助旅游部门编排节目，使广大游客领略到厚重

的古黯文化，如西递村祭祖、抛绣球，宏村的迎亲、龙池湾的黯县女人歌等。 2000 年 川

月，西武乡文化站被省确定为"丰十日鸟花工程 " (以省花命名的文化、科技、体育综合性文

化工程)点 2003 年 11 月， 宏村镇文化站被省确定为"杜鹊花工程"点 。

2002 年，黯县龙狮队在市首届民间艺术节获组织奖和表演奖。 2003 年 11 月，第八届

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州文化节中，黯县彩车 《皖南古村落》 获一等奖 ; 民俗节目

《凤舞》 、 《 山越之秋》 分获民俗表演二 、 兰等奖 。 2004 年 10 月，黠县 《凤舞》 参加有 2 1

个同家与会的黄山市第六届民间艺术节，得到高度评价。 2005 年，在第九届中罔罔际旅游

节、黄山市民俗文艺调演中，黯县彩车以及 《龙凤呈祥》 、 《板凳龙》 、 《 山越之秋》等民

俗节目获得多个奖项。 2006 年 门 月，第十届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州文化节中， 路县

《水木车》彩车获一等奖;期间， 黄山市民俗调演，黑多县《守秋》等 4 个节目均获二等

奖 。 是年底，全县举行民俗文艺调演，西递《祠堂祭祖》、宏村 《雄山凤舞》 、渔亭《游

太阳》 、碧山 《 出地方》 、洪星《花船上 宏潭 《 山越之秋》 、 美溪 《草龙》 、柯村 《饭凳

龙》等民俗节目，相继在县城街头表演，既把城乡春节群众活动推向高潮，又使原生态文

化、 民间艺术得以延续。

三、图 书阅览

1952 年，黯县文化馆设有图书室负责图书工作，并配备 l 人专门负责罔书借阅 ，日 常

读者量在 400 -500 人 。 至 1978 年底，罔书室共有藏书 11000 余册，报刊 100 余种 ， 常年

读者 524 人，同时联系农村图书组 32 个。 1979 年 ， 罔书从县文化馆中分开，另成立黯县

图书馆，并在漳河东岸修建馆址。 馆藏罔书根据 《中同阁书馆罔书分类法》 进行分类编

目， 一切书刊都及时进行验收，盖章登记、分类、编目，严格办好交接手续。

新馆址与河西县城闹市区隔河相望，比较偏僻， 交通不便，读者量 自然减少，因书出

借率也有所下降。 县图书馆一方面充实馆藏新书、热门书，利用橱窗将新书内容进行宣传

介绍，另一方面张贴通告，简化借阅手续，发展新读者。 1985 年 11 月，开始改用半开架

与全开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借阅罔书，即将小说类罔书全部用半开架陈列于玻璃书架，任

读者自由选借 ; 其他各类罔书排架于外借处室内， 读者可入室在架上自己查找所需的罔书

资料。 两种借阅方式，手续简化，找书容易，为读者节省大量时间，受到读者欢迎。 到

1 985 年底，持证读者由原来的 800 多人的基础上，发展到 92 1 人 。 随着服务质量和阅读环

境的不断改善，读者人数也不断上升。 2004 年，共接待读者 10000 多人次，其中，内阅

6060 人次，外借 4000 人册次。 此后，每年新增罔书在 150 -200 本左右，至 2006 年年底，

馆藏罔书达 32000 余册， 并根据第四套《中同罔书分类法》 为全部罔书进行编目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广大农民求知求富愿望日益迫

切。 县罔书馆搜集科技情报，整理文献资料，热心为农民服务。 1985 年起，罔书馆编印

《农村致富》、 《信息提供》 两种刊物，不定期出刊，免费送到全县乡镇企业、 专业户 、 重

点户手中 。 时 《安徽日报》、《徽州报》 先后发表文章，称赞 《农村致富》 是农民的智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库，还有不少外省市、区县的读者来信咨询相关

信息。 1988 年，县阁书馆提供资料，协助美溪文

化站 ， 举办 《快速养猪》 函授学习班。 同年，罔

书馆还为农村专业户查资料 、 搞培训11 ，工作人员

甚至亲自试种 ， 以便取得第一手资料 ， 得到读者

信任。 1988 年，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帮助专业户

引进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的樱桃鸭良种，并

使之在全县得到迅速发展和推广。 1990 年 5 月 ，

罔书馆开展服务宣传月，联合科技部门在街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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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阅览大斤

放借书证，充分发挥阁书馆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功能。 到 1992 年，县图书馆共编印 《农

村致富》 、 《信息提供~ 190 余期、 1520 余份 ， 为读者提供信息 700 余项 。 同时， 县图书馆

还积极开展农村图书点辅导工作，先后协助温亭、际联、柯村等乡镇建立图书室 ， 并捐赠

农村图书室图书 2000 余册。 20 世纪 80 年代后， 县武装部、团县委等县直机关、企事业单

位以及部分乡镇机关、行政村相继办有图书室。

四、专题展览

建同后 ， 路县多个机关团体、单位部门分别多次举办各式展览，其内容包括配合当时

中心工作、反映黠县杜会建设成就、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展示感县文化历史风貌以及书

画、摄影等方面。 1967 年， 路县筹建中同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展览馆(馆址现为路县林业

局) ，展览馆分为序馆、展览厅两个部分。 展品有实物、图片、模型等。 图片由省制定下

发，模型按全同统一规格仿制 。 "抗大"展览馆当年筹建 ， 当年开放展出，组织全县党、

政、军、民参观。 1968 年 抗大"展览馆改名为"红太阳" 展览馆 ， 展品 以图片为主 ，

内容、形式均由上级统一规定。 1969 年 ， 又改 "忠" 字馆，收集全县"宝书台献"忠

心" 模型、实物等 ， 共 200 余件。 1975 年 ， 展览馆关闭，随后馆址拆除，改建为县委招

待所。

黔县举办各类展览名录表

表 1 9一l一 l

时I司 名称 形式 举办单位

195 1. 4 土改成果展览会 实物 、 图片 感县人民政府

1951 司法公安展览 实物、图片 移县文化馆、县司法部门

1951 反革命分子吴德寿罪行展览 图片 移县文化馆 、 县司法部门

1952 《镇压反革命条例》 图解展览 民l片 移县文化馆、县司法部门

1952 .. 美帝侵华史"展览 罔片 县文化馆

1953 妇婴卫生、防治血吸虫病展 图片、模型 县文化馆、妇幼保健站、 血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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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名称 形式 举办单位

1954 马道农业社、光明茶叶合作社事迹展 实物、图片 县委农工部 、 县文化馆

1956 商品展览 实物 县商业局、文化馆

1957 柏山村程长发家史展 实物、图片 县文化馆

1959 建国 10 周年成果展 图片 县文化馆负责征集展品

1962 明清新安画派版画展览 地区文化局主办、县文化馆展出

1962 粉碎美蒋窜犯大陆展览 图片 县文化馆

1963 阶级教育展览 实物、图片 县文化馆

1966 科技展览 实物、图片 地区科协、县文化馆

1975 "农业学大寨"展览 实物、图片 县政工组宣传小组、县文化馆

1976 "建设大寨县"展览 图片 县政工组宣传小组 、 县文化馆

1977 柯村革命斗争史展览 实物、图片 县文化局、县文化馆

1980 "加强法制、打击罪犯"展 县司法局、县文化馆

1980 群众创作美术展 县文化局 、 县文化馆

1980 迎春画展 县文化局、县文化馆

1980.5.1 职工摄影艺术展 县总工会、县文化馆

1980.5.10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一一刘少

县总工会、县文化馆
奇》图片展

1980. 10. 1 
古代书幽展(沈周、查士标、邓石如

等作品)
县总工会、县文化馆

1981. 2. 31 新春画展一一安徽作者邀请展 县文化馆

1981. 6. 1 少年儿童书画展 县文化馆

1981. 7. 20 摄影艺术观摩展 县文化局、县文化馆

1981. 8. 1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图片展 县文化馆

1982. 1. 25 漫画展览一一新婚姻法 县妇联会、县文化馆

1982.7. 16 造型展览一一盆景、根雕 实物 县文化馆

1982.6.3 人口普查图片漫画展 县文化馆

1982. II 多种经营展览 实物、图片 县多经办 、 县文化馆

1983. 1. 1 国画展览一一一创作书画 县文化馆

1983.2.13 本县出土文物展 实物 县文化局 、 县文物管理所

1983.4.18 文物展览一一陶瓷、书画、铜器等 实物 县文物管理所

1983.5. 10 《日军侵华录》图片展览 县文化馆

1983.6.1 学习张海迪、朱伯儒图片展 县文化馆

1983. 10. 1 摄影艺术展一一闪光人像 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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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名称 形式 举办单位

1983.8. 20 农民书画展 县文化馆

1984. 1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展 图片 县司法部门、县文化馆

1984.1 "毛泽东同志诞辰 90 周年"图片展 县文化馆

1984.6. 1 "六一" 儿童书画展览 县妇联会、 县文化馆

1984.8 "纪念柯村暴动 50 周年"展 实物、图片 县党史办、文化局、文化馆

1984. 10. 1 
"腾飞吧一古移"一-35 年来移县建

图片 县文化馆
设成就展

1985. 2 古瓷瓶艺术展 实物 县文物管理所

1985.8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展览 图片 县文化馆

1985.9 教育战线先进人物展 图片 县教育工会 、 县文化馆

1985 农民画展 县文化馆

1985 儿童画展 县文化馆

1985 桃源书法展 县文化馆

1988 春节 新春书画展 县文化馆

1989 春节 "天都杯"硬笔书法展 县文化馆

1989.3.8 移县首届"三八"妇女书画展 县妇联会、县文化馆

1989. 5. 1 人体艺术展 印刷品 县文化馆

1989.6 黄山青年摄影展 黄山市青年摄影协会、县文化馆

1989.7 少儿书画展 县青少年宫 、 县文化馆

1989.8 "八一"拥军图片展 县人武部、县文化馆

1989. 10 国庆 40 周年成就图片展 县文化馆

1989. 10 国庆 40 周年书画艺术作品展 县文化馆

1990.4 古移古树摄影展 县摄影协会、县文化馆

1990 民间剪纸展 县文化馆

1991 移县柯村暴动史料展 县文化馆

1993. 12 
毛泽东诗词硬笔书法作品展←一纪念

县文化馆
毛泽东诞辰 1∞周年

1994. 1 书画艺苑展 县文化馆

1996. 1 迎新年书画展 县文化馆

1997. 1 书画展 县文化馆

1997.7. 1 迎回归、庆"十五大"书画摄影展 县文化馆、县摄影协会

1997. 7 "爱我桃花源 、 建设桃花源"书画展 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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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名称 形式 举办单位

1999. 10 
庆罔庆 50 周年，迎澳门回归书画展 ，

黑多县 50 年成就展
县文化馆

2001 庆祝建党 80 周年大型书画展 县文化馆

2002 喜迎"十六大"书丽展 县文化馆、县书画协会

2002. 12 感县新貌摄影艺术展 县文化馆 、 县摄影协会

2003 宏材全景书画展 宏村镇文化广播电视站

2005.10 移县城市风貌艺术展 县文化馆

2006. 2 新春书画展 县文化馆

2006 吴晓哲山水画展 县文化馆、县书画协会

第四节文艺演出

一、业余演出

20 世纪 20 年代末，话剧随着在外地工作的知识分子回乡而传入黠县，时称"文明

戏" 。 民国 18 年 (1929 年 ) ，九都屏山小学师生组织业余剧团，演出《拒毒》 、《孔雀东南

飞》等话剧;五都黄村小学师生用黠县方言演出《兰芝与仲卿》、《本性难移》等话剧。

民同 23 年，城区郭门群众组织娱乐新剧社，碧山群众组织青年新剧社，排演新剧。

抗日战争爆发，黯县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各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蓬勃开展。 民国 27

年春，流亡在黔县的东吴大学附中学生，成立话刷团，宣传抗日，时隶属黠县抗日救亡工

作团领导。 碧阳、蔚文、敬业、崇文、求实、东息等小学， 相继成立儿童歌咏队和师生剧

团，编排节目，深入乡村演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路县青年抗日工作团和东吴附中剧团

在县城的广安寺等地搭台进行抗日宣传，东吴大学讲师吴道存的夫人李玉莺登台咏唱《救

亡三部曲} ，声泪俱下，群众无不为之动容。同时，各乡的救亡工作分团也纷纷组织文艺

演出队，演出话剧、京剧、哑剧、 活报刷、歌剧、舞剧等多个剧种、数十个剧目 。 是年农

历 3 月 28 日，是黠县民间传统的接菩萨迎神庙会日，各救亡团体在县城的城惶庙、广安

寺、石狮祠堂、东门外河滩广场、郭门王家祠堂等 5 处搭起舞台演出 。 这天，四乡民众进

城逛庙会，各演出场所人山人海，热闹空前。 民国 28 年冬，黠县抗日工作团被县政府强

令解散，所属话剧团、歌咏队也相继解散。

抗日救亡宣传期间，屏山歌咏队演出话剧《失去了祖国的人们》、《奋斗》、《宁为战

死鬼，不为亡国奴》、《孩子你去吧》、《抗战到底》以及双簧《骂汉奸》。陈默若、程仿尚

等组建的救亡剧团演出歌剧《放下你的鞭子}，京剧《屏风后》、《钓金龟》、《父与子》



卷十九文化 . 13 19 . 

等。 西递救亡工作团演出话剧 《汉奸的下场》、 《生死关头》、《难民泪》 。 双田环下救亡团

演出话剧 《毁家纤难》、《新投军别窑》 。 东吴附中演出话剧 《放下你的鞭子》、《重逢》、

《最后一计》 。 抗战后援会、 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 《帷阳城》、《两条路》、《抗金兵》 。 西

南乡救亡团、敬业儿童先锋队、横冈救亡团联合演出《杀汉奸》、 《报仇》、《流亡三部

曲》 、 《戚将军》、《生死关头》 、 《 睡狮怒吼了》 。 屏山儿童先锋队、屏山歌咏队联合演出

《当兵去》 、 《打鬼子去》、《张守居》、《军民一条心》、《 咱们要反攻》、《难民曲》 、 《放下

你的鞭子》 。 碧阳小学演出 《最后胜利》 、 《骂汉奸》 、《大义灭亲》 。 二都工作团、蔚文小

学演出 《睡狮怒吼了》 、 《抗战到底》、《活捉倭寇》、《团结御侮》 。 抗日战争后期，设在

东街李氏宗祠的"桃源剧社以接待外地戏班为主 ， 当地京剧爱好者则作为票友客串 ，

演出节目有 《碰碑》、《空城计》 、 《文昭关》等。

民同 36 年，城区京剧爱好者成立业余票社，演出京剧 《李陵碑》、《空城计》、《拾黄

金》等。 民国 37 年，郭门徽剧老艺人王安石，组织少年、 儿童共 20 余人，成立郭门儿童

京剧团， 在郭门王家祠堂演出 《钓金龟》 、 《捉放曹》、《玉凤楼》、《探阴山》等。 另 ，城

乡民间还组合有清唱班，俗称"唱低棚人数不等，逢婚嫁寿诞，由喜庆人家邀请至家 ，

举办堂会清唱。 清唱者分生、旦、净、丑行当 ， 清唱时以锣鼓打击乐伴奏，也有用胡琴伴

奏 ， 清唱内容多为徽刷、昆曲中剧 目 。

1 949 年 4 月， 里多县解放 。 为欢庆第一个"五

一" 劳动节，城区程仿尚、 在E蔚林、蔡文俊、孙

璧文、吴民翼、筒'旭长等京剧爱好者，组成黠县

业余京剧团， 在东门外河滩搭台唱戏。 演出剧目

有 《起解》、《乌龙院》 、 《宝莲灯》等。 演出后又

陆续吸收一些京剧爱好者和郭门儿童京剧团部分

演员 ， 其中有盛得胜、 胡逢延、 胡鹤龄、王凤旗、

余宜巧、余常宪等人，正式成立城区业余京剧团 。

1 950 年 ， 路县人民教育馆成立，城区业余京剧团
县黄梅居IJ 团农村演出

隶属教育馆领导，改称王L属业余剧团 。 1 950 年 11 月，业余剧团内设京剧研究会，排演新

京剧，先后下乡到渔亭、古筑 、 碧 山等地演出 《九件衣》、 《仇深似海》等京剧，共 14

场 。 是年冬 ， 路县中学师生组织业余剧团， 演出大型歌剧 《白毛女~ ，并在县城、渔亭等

地公演。 1 95 1 年后 ，以直属业余剧团人员为骨干，四乡纷纷组织业余剧团， 比较好的有南

门村业余剧团 、 北门村业余剧团、 工商联业余剧团(以后叫工会业余剧团)、 渔亭业余剧

团 、古筑业余剧团 、际联业余剧团 、 西递业余剧团等。 1 951 年冬 ， 静县人民文化馆组织

"路县各界文艺工作者响应捐献 《鲁迅号》飞机戏曲义演大会" 。 参加演出的直属业余剧

团、南门业余剧团、北门业余剧团 、工商联业余剧团等，共演出 《九件衣》、《将相和》

等 15 部新编京剧，观众达 3000 多人次。 演出收入除部分演出开支，剩余的 363 万零 447

元(旧币)全部捐献。 至 1952 年，各乡业余剧团陆续发展到 25 个 。 1 953 年春节期间，
全县各地农民业余剧团共演出 83 场，观众达 5. 2 万多人次。 经各区组织会演， 选拨 14 个

业余剧团， 参加全县首次业余剧团会演大会 ， 演出京剧、话剧，歌剧、黄梅戏、越剧、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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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共 12 场，观众 2. 3 万多人次。 南门村业余剧团创作的 《 自由之花遍地开》获会演一等

奖。 1954 年，渔亭业余剧团参加徽州地区业余文艺会演。

1956 年，黯县各高级农业社兴办农民俱乐部，

各乡业余剧团归属俱乐部领导;是年冬，全县共

有农民业余剧团 8 1 个 。 同年，黠县文化馆举办全

县第二次业余剧团会演大会，会演内容 以 民间音

乐、舞蹈为主。 参加会演有渔亭、 和平、西武、

际联、马道、城关、高潮等 7 个乡的业余剧团， 共

发掘整理 :-8 < 跳童》、 《凤舞》、 《风吹荷叶散》 、

《荡荷船》以及《种麦》、 《卖杂货》等民间音乐

舞蹈 19 个 。 1958 年 ，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2型县桃花节

中‘提出乡乡建成文化乡，其中业余剧团是其重点，其表演的节目则是对大跃进、人民公

杜运动的宣传和鼓动。 1959 - 1961 年，各地业余剧团自行解散。

1963 年后，贯彻 "业余、自愿、 小型、多样" 的原则，农村业余剧团逐步恢复。 县

直属单位组织业余文艺演出队演出 《 二世仇》、 《续家谱》等歌剧 。 1965 年 2 月，黯县文

化馆举办全县第三次业余剧团会演 ， 共上演剧目 10 多个。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统统列为"封、资、修"作品被批判，各地业余剧团停止传

统戏演出，改为排演"革命样板戏\ 规模较小业余剧团则改组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或"大批判队 以"语录歌" 、"忠字舞"为演出内容。 西递农民业余剧团作为县普及样

板戏典型，从 1965 年排演京剧 《芦荡火种》 开始，到 1974 年演 H-~ 京剧 《杜鹊山 ~ ，前后

10 年，均演"革命样板戏" 0 1974 年 。 在全县业余会演基础上，加工整理 《 阳光雨露》、

《双抢的早晨上 《晒谷场上》等剧目， 参加徽州地区业余会演。 1978 年 ， 路县文化馆调西

递业余剧团《沙家泯》 到县城公演。

十一届中全会以后百花齐放"方针得到贯彻， 全县文化活动开始活跃，各地业

余剧团逐渐恢复活动， 198 1 年春节，全县 14 个业余剧团上演居IJ 日 47 个，其中现代戏 19

个、传统剧目 28 个 。 是年 11 月 ， 西武公杜在农民业余剧团基础仁， 建立蓓蕾黄梅戏剧

团，排演传统黄梅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花田错》、《打猪草》、《闹花灯》 、 《天仙配

(选场n 、《十五贯》等传统刷目，还排演县创作

组创作的现代戏 《断了的红线》 、 《这样可不行》、

《林海丹心》等 ， 并分别到西武、 美溪、宏潭、碧

111 、渔亭等地演出 o 20 世纪 80 年代后 ，随着农村

电影、电视普及，群众对文化需求内容变化，农

民业余剧因而动连渐减少，并逐渐停止活动。

1986 年、 1989 年 ， 黯县中学相继举办"迎新

歌咏比赛"和"迎接九十年代第一春歌咏比赛" 。

1988 年元宵节期间，县文化局举办"爱我黠县，

皖浙赣间四省四市艺术节移县节 目 建设家乡 "创作歌曲大奖赛 ， 全县各乡镇 ， 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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