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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邓瑞林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的编纂，自1987年开始，历经十七余载。其问，

不乏曲曲折折。不乏磕磕绊绊。现在终于出书了，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文山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名贵药材“三七”的主产地，被誉为“中国三七之

乡”。在这片地灵人杰的红土地上，曾涌现出清末抗法战争民族英雄项崇周、李应珍，民

国时期护法战争名将黎天才，曾培育出楚图南、柯仲平等现代文化名人。这里，民族文

化丰富多彩。从早期的岩画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文化，都无不翔实地记录着这

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反映了这里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由西向东流去的南盘江成为珠江源头的一部分，从北向南流淌的盘龙河成为联结中国和

越南的国际河流。这两条河流哺育了320多万勤劳勇敢的文山各族儿女，而这些各民族

儿女又创造出特色各异、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成为艺术家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

化宝库。文山——民族文化之山，确实名实相符。因此，不将这些优秀民族文化记录下

来，发扬光大，我们将上愧对列祖列宗，下愧对子孙后代。于是，这部书稿经过全体编

纂人员的千辛万苦，经过反复增删，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里，我谨代表全系统干

部职工。向编写本书的全体同志道一声：辛苦了!并以本书遥祭已仙逝的撰稿及编纂人

员，他们是：阳福清、曾兆祺、侬怀伦。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云南省文化厅、文山州志

办、文山州属各有关单位、文山州直各文化单位、文山州各县文化局的大力支持。全州

文化系统数百人为本书撰稿和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编史修志，工程浩繁，遗漏和谬误在所难免，还望各位同仁给予谅解支持，不吝赐

教。以利接受教训，改正谬误，做好下步工作。

2004年春于文化大厦

另∥



序 二

黄昌礼(壮族)

山川秀丽、人杰地灵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彩云之南东南

角。这里，少数民族占总人1：3的58％。他们和汉族兄弟一道走过了大致相似的历史进程，

又保留着各具特色的传统习俗和风土人情。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到壮族“三月三”节的

喧闹，苗族“踩花山”的壮观，彝族“火把节”的豪放，瑶家“盘王节”的神圣。早在

5万年前， “西畴人”已经在开发这片大地。古朴神奇、立意纯朴的古岩画。是古人求

美爱美的真实写照。而精美绝伦的“开化铜鼓”、“竞渡铜鼓”，则将文山地区的古代文

明推上了巅峰!全州现今出土和传世的铜鼓达138余面，直到现在，壮、彝等民族每逢

重大节庆活动仍在使用铜鼓。这块土地还养育了方玉润这样的文人名士。也涌现出楚图

南、柯仲平这样的革命先躯。这里又是“金不换”的故土，名扬中外的三七造福于人类。

我是1986年4月被任命为文山州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的。这一任就是两届，至

1996年5月离任，整整十年。这期间，正值老山地区自卫防御作战的时期，正是改革开

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深入阶段，很多事情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文化

发展的路子。我们有过辉煌：完善文山州、县文化机构的建设。狠抓文艺创作．排演了

《鼓魂》、《七乡风采》、 《和睦皈朝》等一批优秀文艺作品，仅《七乡风采》从1992年

构思到1995年定型就先后修改了8次。这台节目不论是到文山州内各县、省会昆明．还

是到中原平顶山以及两次赴越南访演，都受到高度赞扬。我们实施了“千里边疆文化长

廊”建设，使全州的文化设施得到改善；文山州文化局白手起家，建盖文化经营服务部．

分流文化系统部分富余人员， “以文补文”从此起步：我们到珠江三角洲考察。回来后

办起舞厅、倡导“卡拉OK”等文化娱乐形式；我们组织壮族“三月三”节。由此引起文

山州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对此后确定全州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节”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我们启动了国家级艺术科学重点科研项目——“十大艺术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

并取得较大成果。我们也有过失误：对艺术后继人才的培养有待加强：乡文化站有待巩

固；所办的文化经济实体负债累累的教训，使我们尝到了文化人经商的苦涩。但不论怎

么说，文山州的文化艺术事业一直在向前迈进。我们树起了一批优秀剧(节)目和文化

成果，我们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人才。在舞蹈界有刘太平、饶均裕、吉持春、秦竹

芬、董玉辉等；音乐界有梁宇明、韦治和、郑巧玲、牟洪恩等；戏剧界有陈彤彦、何朴

清、刘诗仁、闰金仲、黄国强等；美术界有王定尧、卢继波、杜家祥等：文学界有刘德

荣、侬怀伦、王明富等；书法界有吴明铣、王万铨等；电影界有曾兆祺、肖怀猛、邓贵

才等；文物界有李加能等。1993年文山州举办国际三七节暨文山州民族节之后，他们大

显身手的机会更多，为全州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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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史志的纂修，改革开放盛世的今天更是如此．通过志书的

“存史、资治、教化”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的编纂启动于1987年，文山州文化局为此从广

南县文化局借调王万铨同志负责此项工作，以后又从文山州文工团调张昭翔同志协助工

作。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各种原因，修志时断时续。1993年，为使此项工作走上正轨．

文山州文化局正式成立了《文山州文化艺术志》编纂工作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副局长

李英毅、梁宇明任副主任，王万铨等17人为编委，刘诗仁等14人为编辑。至1995年

11月，编辑部向编委会提交了四个篇章的部分文稿。但绝大部分内容由于主撰人员多系

下属单位领导，忙于具体业务而无暇顾及志书的撰写，故修志又拖了两年。1996年文山

州政府换届后，以局长邓瑞林为首的新一任领导班子十分重视修志工作。于1997年5月

重组编辑班子，重新拟定框架和各篇篇目，由副局长梁宇明主抓此项工作，任主编。由

王万铨、张昭翔、侬怀伦、罗成珲组成新的编辑部，安排了办公室，专事修志。从此。

主编带头撰稿，抓牢各位撰稿人员，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如期完成。各位撰稿人员纷

纷行动起来，深入调查研究、收集、查阅各类资料，精心筛选，认真撰写，编纂工作迅

速展开。到1998年底，各篇陆续完稿。在此以后，王万铨、张昭翔两位副主编因退休等

原因先后离开了编辑部。总纂和修定的任务全由梁宇明、罗成珲二人承担。经过三年的

总纂，于2002年3月交付评审。又历经二年的修改和补正，现在终于成书。这是十分令

人高兴的事。

承蒙文山州文化局的厚爱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编辑部的盛情，谨

以此为序。

2004年5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定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为文山州文化部门志。本志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系统地记述文山州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历史、现

状和为文山州文化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力图突出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以各种文

化活动为主的行业特点，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构成，以志为主，事以类从，类集于篇，以

类系事，横排纵写。设篇、章、节、目、子目。以序开卷，概述及大事记随之，志设机构

与队伍建设，社会文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文学，文博事

业，图书发行，图书馆，电影，文化经济与文化市场，学术研究、报刊、著述及文化交流

等，共计14篇。．志后为人物及附录，各类照片汇集于前，附表置于相关节、目之后。

三、本志上限尽量追溯事物起始，下限至1998年，详今略古。所记事实以州级为

主。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以文化系统为主。

四、本志收录以文山州文化系统为主的、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和在世人物事迹。设传

略、事略、简介、表、录五个层次，排列以生年为序(简介先以专业分类，再以生年排

列)。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及简化汉字。清代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数字，中华民国

年代用阿拉伯数字表述。均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使用公元纪年。政治运

动、机构名称和有关术语等，初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可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公元纪年以年代记事，用阿拉伯数字表述，除特别注明的

以外，均指20世纪。

六、本志使用地名，以文山州《地名志》为准，使用旧地名时加注标准地名。族名

按1958年国务院认定的族名以及1980年后追加认定的族名，顺序以人口数量多少排列，

涉及支系的在支系前加族名。县份排列依照文山州惯例。

七、本志计量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书写，各种旧币(含旧人

民币)均不折算。数据以文山州统计局和单位财务统计报表为准。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历代各种志书、图书、档案、文史资料，以及经筛选核实

的口碑资料等，由直接从事文化事业的专业人士根据实际活动的记录和调查撰写。引用

的原文须加引号，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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