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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镇远县文艺演出队代表黔东南州出席贵州省军

区民兵文艺会演，图为领『，J、姚本才和全体演员合影。

1958年，镇远县文艺演出队参加黔东南州第二届工农兵

业余文艺会演。图为演出的花灯歌舞剧照。



1959年， “镇远县豫曲剧团"全体演职员合影。

1960年， “镇远县花灯剧团"、t“镇远县豫曲剧团"下

放支援农业第一线留影。



1964年，金堡公社爱和大队苗族踩鼓舞参加在北京举行

的全国民族文艺调演。图为演员田茂银等五人。

、～

交谎演出。图为在农村为农民演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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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县委书记杨莲池、州文化局副局长李瑞岐同报

京侗族群众一起踩芦笙，欢度“三月三”。



1982年，镇远县文化馆和三穗县文化馆联合举办戏剧京．演

培训班。图为排练演出的讽刺花灯喜剧《抢娘》，受观众好评。

1 984年，金堡区苗族侗族芦笙队代表镇远县参加了黔东

南_。I'I芦笙会。图为载誉归来后合影。



1 987年12月23日，镇远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图为
省、州、县有关领导与出席第一。次文代会代表合影。

1 987年， “镇远县首届民族文艺会演"在沅阳镇隆重举

行。图为青溪、蕉溪、金堡、报京、羊场、涌溪、沅阳等区镇

≯民族漆芑代表队载歌载舞参加开幕式游行。



报京侗族文艺代表队参加“镇远县首届民族文艺会

演"。图为演出传统芦笙舞。 ，

1987首都文博古建专家30余人，在省政府、文化厅领导
陪同下，视察了镇远县文物工作，并为贵州省古建筑展览在
青龙洞开幕剪彩。图为县有关领导与来宾们合影。



以长谷川敏三为团长的日本访华团，曾于1982、1985、1987

年三次访问镇远。参观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关押过他们的地方

“和平村”。．图为全体团员参观青龙洞时与县领导合影。

1 987年12月召开“镇远县第一次文化系统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表彰会”。图为县政府领导与全体干部职工合影≈



1 98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到镇远县视察工作。图

为杨静仁同县领导在祝圣桥“魁星阁”前合影。

1 988年5月，举行盛况空前的“镇远县首届职-r&余文

艺会演"。图为珠江电影制片厂“少侠奇缘》摄制组部分主
要演职员出席开幕式并演出节目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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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午11月，省委书记胡锦涛在州委书记李仁山陪同下

到镇远县视察工作时游览名胜古迹青龙洞。图为县领导胡化

，氏、姚本才、胡杰等与省州领导在青龙洞门前合影。



1988年1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到镇远视察工作。

图为钱正英在青龙洞观赏贵州古建筑模型图片展览。

1 989年8月，贵州省副省长龚贤永、文化厅厅长王恒富
到镇远县检查群众文化工作，并参加县文联、《沅阳河》编
委会召开的文艺创作座谈会，同与会者合影。



新中国成立四t#-来，镇远县痒j·众文化活动比较活

跃，特别是党的t-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文钯活动更加生

气蓬勃，广泛开展。图为县委文艺演出队为参加1987-争职工

会演抓紧认真排练花灯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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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 看

． 位于武陵山西南余脉、j贵娜高原东南峡谷、沅阳河中生

游地带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距夸邑有两

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拘交通条

件，。自治州成立以前，这里历代为黔东地区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的中心。特别是明、清及民国时期．镇远商贾云

集。群星萎萃。游客纷至、喧闹繁华，故有“两南稚会9～1r

’“滇楚锁钥"、“黔东重镇砂：“苗乡古城，，_之美称。薪中

二阕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镇远滴、貌更

薪，日益繁荣昌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由于拨乱反正，励精网治，重点恢复发展经济建设j使

一度在极左路线下遭受破坏的镇远文他叉得到了保护、转机

和振兴。随着文物古迹的抢修和旅游资源的开发，镇远被国

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龙洞古建筑群被列为垒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沅阳河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区。这些“桂

翘叼的荣获，理应归功于世代生息奋斗在这片美丽。富饶‘

神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聪明的才智

租举橱不挠昀精神色《造了光辉灿烂的镇远文化。 ·

欣逢盛世．编史修志。贵州省于1980年创议编写社会主

迎新志，镇远县相应建立了县志编纂机构。根据国家文化部

和县政府的要求，编纂《镇远文化志》专志非常必要，应认

真抓好。我们亦认为此项工作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

和踅不睿辞的责任。编纂此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

j



义理论为指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

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原貌，用科学求实的精神和实事求

是的原则，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编纂。目的是

通过文学记载，如实地反映镇远文化的历史沿革、活动状况

和发展历程，以利总结历史经验，保护文化遗产，’宏扬民族

精神，推动时代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 编纂《镇远文化志》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新工作。在明

确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我们注重搜集、整理、编纂的内容和

方法‘j在内容上，分三个时期：即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I建

国后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以后韵斗争；
着重在建国以后，而近十年又是突出的重点。内容比较丰

富、广泛、纷繁。主要有史地概貌、文化行政管理。群众文

化、文艺演出团体、．图书管理、图书发行、电影放管、文物

保护、文化个体户等。从方法上，建立志书编纂小组，商定

编纂方案，落实章节撰写任务，走访、调研、查档相结合。

作为建国后镇远县第一部专志《镇远文化志》，经过一

：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编纂成书问世了。在感到一点欣慰的

同时，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我们意识到，在缺·乏经验，时间

紧迫，人力不足，经费缺乏，史料不全等多种原因下，此书

难免有不少遗漏：。重复和谬误之处。我们敬请广大兜学专

家i修志工作者和读者提出批评指教。同时，谨向所有鼓

励、支持和帮助过我们工作的单位及个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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