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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举世瞩目.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没长
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丰南这块土地上，远在汉代
就有人居住p 两千多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在劳动、生活的过
程中，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了大量的精神财富。
总结历史经验，继承文化遗产，发展创蒜我们的民族文化，天7 当前的
改革服务，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九八二年十月，丰南县志编筹委员会成立、要求各部门编写"分

志"。丰南县文教局于一九八三年一月成立了文化教育志编写组@ 在
县委和ξ 玫府的领导下，在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开始了编集《丰南
县文化志》的工作。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坚持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丰南县文化发
展的历史，我们本着"存其求实" "详今略古"的原则进行编写、通
过查阅档案、召开座谈会、登 f?走访、书信函冉、部门承包等多种形
式，搜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又 2至过反复核实、查对、筛选、修订篇
目、确定体例、采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几经修改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十
月将《丰南县文化志》编集成书.

《才子 ，Ë二文化志》包括文化行政机构的沿革与设置;群众文化活动
及文化设施;图书馆亭业;戏剧曲艺事业;电影事业;图书发行事业;
文物古迹;民间习俗;艺文选录:谚语、万言;知名人士; 大事记共
十二幸.
由于我们的水平听限，资;1'斗，欠缺，时间紧迫主主漏和不妥之处在所‘

难免，因此我们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使《丰南县文化志》
日俨白兰J1~j巳舌。

《丰南县文化志》编写组
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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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上限起自 1905 筝，下限迄至1985年，详今略、古，以建国三

十五年为重点，因顾及史实其有连续性，故个别地方在上下限上略有突

破和延伸.

二、对各时期政权一律按当时的习惯称呼，不另加政治性的定

语.

三、对帝王称年号.如光绪，宣统.对人物直写姓名，不如褒贬之

词.

四、历史纪年，解放后用公元，解放前按当时通用习惯用法，并加

注公元纪年.

五、本志各编内容多少不等，主要因事实繁简.历史资料详略所

致。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历史资料损失殆尽，加之一九七六年

"七·二八"地震灾难，致使有些史实的了解、叙写难以做到至臻完

善.本志凡能列表的均用表格说明.

六、本志囊括内容以今日丰南县文教局所辖文化的业务为主，对过

去曾一度为文教局所辖的文化业务单位现已戈，)出者一般不再列入本志.

丰润、丰南两县几经分合，故有些数字及事件很难分开，也就不再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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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县概况
丰南县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西南端的滨海平原，属唐山市，县人民政府驻膏各庄镇。南临

渤海，北靠丰润县和唐山市，东临潦县、深南和唐海县，西与宁河汉沽农场接壤。县城距唐
山市 9 公里， i巨天津市区118公里，距省会石家庄500公里。县境东西横距为49公里，南北纵

距50公里。总面积为 1297 平方公里，加上南堡盐场用地，共为1568平方公里。
建置措草，丰南县是1946年新设治的县，原来大部分地区为丰润所属，县地东北部原为

深县所辖。春秋战国时期属燕，秦时属右北平郡，无正式县名。从西汉开始为土垠县，属北
平郡。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废土垠，设永济务，入无终县。唐高祖武德元年
(公元618年〉设石城县，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无终县更名玉田县，今丰南大部属

到州玉田县，东北部属平州石城县(今唐山市开平区〉。五代十国时，后唐藩镇石敬塘， 把

幽云六十六州割给辽国，自此县地属契丹。公元1126年金灭辽后，丰南为金所属。金大庭二
十七年(公元1187年〉改永济务为永济县，金大安元年(公元1209年)更名丰润.命丰南大

部属丰润，东北部属石城县。到元代至元四年〈公元 1267 )年省石城入课州.丰润露大都路

前州，深州属永平路。明代丰润属顺天府，深州属永平府，直隶京师省。今丰南县地仍属丰

润和深州。清代改京师为直隶省。乾隆八年〈公元 1743年)丰润划归遵化直隶州，寐州属永

平府，今丰南县分属丰润和操州。

1912年中华民国成在。 1913年遵化州、潦州改为县，丰润、海县隶津海道。 1928年撤销

津海道，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今丰南县分属丰润和深县。 1935年汉好殷汝耕在通县建立了包括

冀东22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丰润，谍县均为所属。抗日战争后， 1947年 1 月国民党

在原丰润县京山线以南地区建立了梗阳县，县治在膏各庄。抗日战争时期，冀东行政公署建

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今丰南县曾划为丰谏迁、丰玉宁、丰谏等联合县和深南办事处。属冀

东行署十五专、十七专所辖。 1946年 5 月建立了丰南县，县人民政府驻太各庄，属晋察冀冀

东区。

1948年12月 12 日全县解放，将原深县所属的稻地、辉培、钱营三镇的159个自然村划入

丰南县。县政府由太各庄迁至稻地，属东北解放区冀东区。 1949年 4 月迁入膏各庄，属坷

北省唐山专区。县区范围是z 东至'洼里车站，西至裴庄车站，东南3与谏南交界，西南与汉沽

区相邻，西北和宁河、丰润毗连。全县设12个行政区z 一区〈驻地蒋培)二区〈钱营)三区

(大新庄〉四区(宋家营〉五区(老王庄〉六区(玉兰庄〉七区(宣庄〉八区〈五里也)九

区(老铺)、十区(南孙庄)、还有稻地特区、河头特区。

丰南县自建制以来，与相邻市、县曾多次调整辖区。 1949年 6 月，将前于家店和后于家

店西村划归唐山市。同年，九区的田兰庄、灶甸艾蔷岭等16个村划归汉沽农场。

1950年又将塔地、税务庄、罗各庄等22个村划归唐山市。同年调整区划，全县划为 8 个

行政区E 一区驻地膏各庄、二区驻地宣庄、三区玉兰庄、四区老铺、五区大新庄、六区小

集、七区五里屯、八区稻地。

1952年 5 月，将军培、季家屯、聂各庄、新立庄等34个村划归唐山市。

1954年 4 月撤销丰南建制，并入丰润县，县政府在晋各庄。同年撒区划乡，由于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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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地分散，为了便于领导， 1957年曾分片设立办事处，直接领导各乡工作。在此基础上，

1958年建立了人民公社。原丰南部分建有s 唐坊、宣庄、老铺、小集、稻地、钱营、有各庄、大新

庄、里八段 9 个大公社。为了便于管理，在大公社内又分设管理区，领导所拮自然村。 1958年

12月，丰润县划归唐山市，改称丰润区。由丰润区将大新庄、里八版两个公社划给柏各庄区

管理，高庄、大泊等10个村分别划给宁河县和汉沽农场。其余社、村随丰润县属唐山市管辖。

1959年由丰润区将南部的高城子、东西木庄等22个村划给柏各庄区。

1961年恢复丰南县建制，属唐山专署领导。在同丰润县分治时，将萝卡花村划给丰润

县。同年实行政社合一，体制下放，将七个大公社在原管理区的基础上划分为27个小公社。

在此之后， ì采南县的柏各庄、安各庄、南ff:、司各庄四个工委〈 ι括门个公社)划给丰南

罢。丰南县西部的裴庄、六间房、陡沽子 3 个村划归汉沽农场。同年拍各庄总场所属中、小

学也由丰南县管理。

1962年将1958年划给柏各庄区的大新庄公社所属51个村归国丰南县。同年县委在膏各

庄、宣庄、老铺、大新庄、钱营、小集、唐坊、稻地、柏各庄、司各庄、南堡、安各庄设12处工

作委员会，作为县委的派出机构。

1963年 2 月，柏各庄、司各庄、南堡、安各庄四个工委(包括门个公社)划归谏南县。

1965年柏各庄总场所属中、小学重归柏各庄总场管理。

1965年 2 月，晋各庄公社改为青各庄镇。 1983年 7 月又定为县辖镇。 1982年 5 月县人

民政府在区工作委员会所在地设立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关。

全县划为 8 个行政区、 1 镇、 29个公社。即=膏各庄地区，包括兰高庄，高庄子，停子

庄 3 个公社。唐坊地区，包括唐坊、东田庄、南孙庄、王兰庄、毕武庄 5 个公社，宣庄地区

包括z 宣庄、董各庄、黄各庄、西葛各庄 4 个公社，柳树郁地区包括z 柳树鄂、尖子沽、黑

沿子、西河、老王庄 5 个公社。大新庄地区包括=大新庄、爽垃、大佟庄 3 个公社。钱营地

区包括z 钱营、五里屯、李毫子庄 3 个公社;小集地区包括z 小集、宋家营、辉吨 3 个公

社，稻地地区包括=稻地、大齐各庄、刘唐保庄 3 个公社，一镇是青各庄棋。共辖398个自

然村， 493个生产大队。

1983年 5 月 16 日，随着唐山地区行政公署撤销，实行市管县，丰南县归唐山市管辖。

行政区划， 1984年辖八区=营各庄、宣庄、柳树黯、唐坊、钱营、稻地、小集、大新庄，

四镇z 有各庄、稻地、宣庄、柳树~ß; 二十六乡 z 兰高庄、传子庄、高庄子、唐坊、毕武

庄、王兰庄、南孙庄、东田庄、黄各庄、重各庄、西葛各庄、黑沿于、西河、尖子沽、老王

庄、刘启假、大齐各庄、小集、宋家营、辉培、钱营、五里屯、李毫子庄、大佟庄、大新

庄、爽垃; 402个自然衬; 493个行政村J 5 个居民委员会。

1976年 7 月 28 日 3 时42分，丰南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裂度10度。当日下午 5 时45 分又

发生7.1级强烈余震。此后数月，余震频繁，全县震毁房屋40.1万间，民亡3.7万人，重伤2.2

万人，轻伤不计其数。牲畜死亡6914头，重伤5752头。 28 万亩农田翻沙冒水。公路、 铁

路、桥梁、远讯、电力、农田水利设施均遭严重破坏。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慰问屯。 8

月 l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慰问团来丰南慰问灾区群众，视察了小王庄、蛮子地、稻地、董各

庄、东田庄等地的震灾情况。经过九年多的努力，全县各乡、村已从一片瓦砾中建起了新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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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文化行政机构的沿革

清末民国时期，丰南县的文化事业作为教育事业的一个部分包括在社会教育之中，它属

于县教育行政机构管理。当时的专设机构主要有动学所，教育科、文教局、学务科等.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加强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根据形势的需要，文化教育行政机

构也经过了教育科，文化科，文教科，文教卫生部，文教局等几个阶段，全县的文化事业也随
之不断发展。现在，文化工作主要由文教局文化股主管。

第二节清末及民国时期

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置

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 190 6 年)国家成立学部，八月，县设立劝学所。劝学所就是

当时县里的文化教育行政机构，设视学一人，另有劝学员、办事员、文牍、司事若干人。
民国三年( 1 9 1 4 年)一月，劝学所改为县教育科，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

民国四年( 1 9 1 5 年)教育科又改为劝学所。
民国十二年( 1 923 年)改劝学所为教育局。设局长一人，督学二人，科员、办事员

若干。

民国二十三年( 1 934 年)九月，实行合署办公，教育局迁入县政府院内.
民国二十四年( 193 5 年〉一月，改教育局为县政府第四科.
民国二十五年( 1 936 年)七月，改第四科为学务科。
民国二十六年( 1 937 年〉学务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三人，督学二人，办事员四人，

教育委员六人。

1 947年 1 月、国民党泪阳县政府在晋各庄成立同年设立教育科，有科长 1 人，科

员 2 人、督学2 人、雇员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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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文化教育行政机构简表

年 月 机构名称 人 员 设 置 备 政

光绪三十二年
劝 学 所 视学劝学员文牍司事( 1906 ) 

民国三年一月 教 育 科 科长一人科员若干( 1914 ) 

民国四年 劝 学 所 视学劝学员等若干人( 1915 ) 

民十二年在923 ) 教 育 局 科长督学科员办事员

民国二十四年 县政府第四科
935年)

民国(二十五年
1936 ) 

f且f!: 务 科

民国二十六年 科长一人科员二人
督学二人办事员四人( 1937 )至1497年 教育委员六人

1947年1月 教 育 科 科长一人科员一人
督学二人雇员二人

第三节丰南县解放后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置

1948年 1 2 月 1 2 日，丰南县解放。全县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

在文化上都翻了身.从此，丰南县的文化事业开始有了新发展。

1 948 年到 1 953 年文化工作由丰南县犬民政府教育科领导。

1 954 年，由丰润县人民委员会文化科领导文化工作。

1 958 年，文化工作由丰润县人民委员会文教卫生部领导。

19Q9 年，文化工作由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委员会文教卫生局主管.

1 960 年，文化工作由丰润县人民委员会文教局主管.
196 1 年，文化工作由丰南县文教局主管.、

1969 年，文化工作由丰南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主管。

1 973 年，文化工作由丰南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主管.
1982年开始，文化工作由丰南县文教局文化股主管.

〈详细情况请参看《教育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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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丰南县文化建设事业对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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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 况

丰南县的群众文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活动主要是在民间。清末民国时期，每逢各

类节日民间就自发地组织起各种传统文化活动，有的不免带有迷信色彩和宗教色彩。如稻地

的庙会就是一项古老的文化活动。每年有十三台庙会戏，由神会负责演出。这十三台戏是z

①九神庙会;②文昌庙会 z③老爷庙会z ④药王庙会，⑤真式庙会，⑥娘雄庙会，⑦神庙会F

@三关庙会，@奎呈阁庙会F ⑩白玉庵庙会J@孔子庙会J@水月庙会F ⑩龙王庙会。每年

从正月二「九日火神庙会开始，接着就是二月二日文昌庙会。以下每月有戏。如六月二十四

日是老爷庙会z 九月十七日是财神庙会z 十月十五日是娘娘庙会……加上求雨、还愿、祭祀

等临时性的演唱，差不多每个节日有戏。每台戏唱四天，每天三开厢。戏种多为高腔， 梆

子、昆曲、蹦蹦儿。再加上高皖、秧歌、小车会等与婚丧嫁娶时临时性的演唱相配合。同

时，评戏也逐渐兴起，光绪二卡一年( 1 895 年声评剧创始人之一成兆才先生曾和县魏家
庄的赵寿辰班在河头镇搭班唱戏。到了三十年代，县建立了民众教育馆，设有简易的图书

室，当时的文化事业为民众教育，由教育部门绕管。国家虽然颁布了许多法令，但由于经济

的落后，都无法实行，民众教育馆的活动很不活跃。全县只有为数不多的民间文艺演出团体

以及一些民间艺人演出一些传统的文艺节目，形式比较单调，主要有评剧、皮影、大鼓等。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民间艺人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有时甚至连温饱

也不能维持。

到了四十年代末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对文艺工作逐步加强了领导，使县文艺活动

朝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1 948 年 1 月 24 日，县委宣传部颁布了《关于目前

宜教工作的指示)) ，这是党全面领导文化工作的开始。

1 948 年12月 12 日，丰南县解放， 1 949 年 4 月建立了文化馆，从这时起丰南县的

文化事业开始有了新的转机。人民的文化娱乐活动从内容到形势都进行了改革，尤其是在戏

剧、曲艺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除保留一部分优秀的传统剧(曲)目外，还大量地演唱新作

品，如丰南评剧团就曾演出过《送子参军》、《交公粮》、《白毛女》等。皮影社唱过《送

夫参军>> <<顽固反省》、《地主恶》等。鼓书艺人赵子申还自编了新段《抗美援朝》、《养

猪积肥》等。所有这些，对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对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

配合党的中心任务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958 年是全县文化事业大发展的一年，各公社

都建立了文化馆(站) ，建立了文工团，出现了唐访农民业余百花歌舞团那样影响全国的农

民歌舞团。全县城镇、工厂、农村都建立了评剧团、皮影队，歌泳队，秧歌队、曲艺队......

全县文艺活动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十年浩劫"期间，丰南县的文化事业和全国一样，受到了严重摧残，出现了百花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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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再加上 1 976 年世界罕见的大地震，使全县的文化设施几乎损失殆尽。

1 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丰南县文化事业获得了新生，文化事业发展很

快，走上了一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道路。

附<<丰南县委宣传部关于目前宣教工作的指示)) (节录)

三、民间艺人的改进与领导。

1 、对所有的民间艺人(说书、唱彭、 f各子、吹喇叭、画画、刻在等〉一律本着团结的

方针改造他们，使他们利用旧形式换上新内容。

2 、民间艺人的作品，一定要经县委宣传部审核批准后出演，否则即一律停演，对有反

动性的、未经批准而演出者，并要迫查责任。

3 、农村儿童普遍习演霸王鞭，新秧歌舞。新收复区根据其旧有习惯逐步改进。

4 、一概不准有伤风化的表情出渍，更不准铺张浪费与大吃大喝，我们要绝对掌握这-

点。

社会宣传教育工作。

1 、各村所有敌人之标语，宣传遗迹耍一律刷去，检查新闻之标语，漫画没有的要全部

写上，不适合的要重写。

2..，在有其具备条件下要建立壁报，黑板报及人力广播，组织专人负责执行。

3 、发动村及学校订阅《冀东日报)) ，详情应按"县委关于报纸通讯工作的决定"执
,
f丁。

4 、号召各种大小会议(家庭会、联村会、全村会等)在老区拥军优属归队，新区以土

改政策结合生产支前、新年献词，毛泽东主席对目前时局的声明作宣传内容。

5 、掌握各小学完学， "特别是在新区"的读本→律作废，发动男女儿童敌人遗下有政

治r!;响的课本一律作废，发动男女儿童上学，团结改选教职员与在乡知识分子。

6 、区委宣委要经常用使信报道该区宣教工作每月二十号区委要作总结报县委宣传

部

丰~.ID: 蟹宣传部

1948年 1 月 24 日

一摘自"中共丰南县委第一号全案第六号案卷"

第二节群众文吨事业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一、文化馆 1

1 949 年 4 月丰南县人民政府由稻地迁往青各庄。丰南县文化馆即于 1 949 年 4 月

下旬建立并按收丁原汩阳县民众教育馆的财产。馆址在有各庄东兴街。见在式装部院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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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馆长是阎怀生(赞公庄人) ，另有朱秀峰，梁立瑞等四名工作人员。当时文化馆的主要

任务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上街搞宣传，写黑板报，印宣传材料，搞画展，组织群众用收音机

收听广播。同年 7月，文化馆搬到了实验小学南边对过的小楼上.上房五间。这时文化馆附

设了一个识字班，开办了县干部学校。干部学校的校长由县委书记魏国担任，教育科长张治

中任副校长，谷润芳主持日常工作。除了上述活动外，文化馆积极开展图书阅览活动。馆内

有图书一千册左右，报纸比较齐全。

1 950 年 5 、 6 月份，文化馆又搬到了河沿街派出所东，占用房子较多。馆长是武万

用(罗各Jt人) ，工作人员有七、八名。图书发展到三四千册。这时的宣传工作搞得很活

跃，除了组织演文艺节目以外，还开馆搞展览，并组织各乡的文化活动。

195 1 年夏天，刘时任馆长，文化馆的主要工作仍然是配合党的方针政策搞宣传，以
泯文艺节目的形式为主。 1 957 年又搬到桥北街东侧(即现在丰南医院南)、 1 9 6 1 年
7 、 8 月间，又搬到桥北街西侧，即现在馆址。

1 953 年和 1 954 年，文化馆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统购统销政策和义务兵政策，画连

环圃，出演唱材料，还培训业余文艺人员，包括"高烧"、 "篓子灯"、 "民乐"等。在文

化馆的指导下，玉兰庄，宋家营的评戏以及唐坊地区的"跑驴"、 "扑蝶"等都很活跃。

1 954 年开始在农村中建立俱乐部， 1 955 年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衬建立了俱
乐部。这时交际舞也比较流行，一开始在文化馆进行，后移到工会。

到 1 957 年，全县业余剧团发展到119个，皮影社(队) 57个，曲艺组24个，各种花会

班150多个。达到了乡乡有组织，村村有活动。 1 958 年全县 8个大公社都建立了文化馆〈

站) ，并有一个独立的文工团。文化馆内分阵地、图书、宣传、剧团等几个方面。闻名全国

的"唐坊农民业余百花歌舞团"也是在这一年成立的。这年秋天，县开办了丰南艺校，主办九
是文化馆的徐宝山，任教的有郭乃安(中央音乐研究所所长，丁放干部)，评剧团老艺人袁德

馨、胜老师，还有文化馆的张素习等。共招收学员50名，边学习，边演出(不收费) ，曾结

合抗早排练了《穆桂英》、《夫妻生产》等剧日在全县演出。艺校为全县培养了一批文艺人

才，有些学员还被其他文艺团体录用。学员李淑芬到了中国民族乐团，董润兴、王玉兰到了

丰润评剧团，现已成为主要演员。艺校于 1 959 年解散。

根据省文化局关于整理民族遗产的指示， 1 9 6 2 年县文化馆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广泛

的搜集民歌、板画的工作。共整理出民歌两册:一是传统民歌，一是近代民歌F 搜集到的一

些极画被省选用，其中蒲子泊的木板画被中国美术馆视为艺术珍品。

1 9 6 4 年开始写"三史" (家史、村史、阶级斗争史)活动。除各村自己编写外，文

县馆还组成专班搞了孟庄、阎魏庄、兰高庄的村史F 还把油房庄的村史画成大型连环画在全

县巡回展出。

1 966 年文化大丰命开始后，文化馆主要是配合形势写标语画宣传牌子。 1 972 年

文化馆工作才逐渐有所恢复。 1 976 年的大地震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和财产(包括文艺器

材和图书等)损失十分严重。但是，这并没有使人们意志消沉停止工作，而是从地震的废墟

上站起来，积极地进行抗震救灾的宣传工作，曾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者，他们创作了大量的

文艺作品，有的作品还被中央、省、地等各级报刊发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丰南县文化馆也有了新的生机，工作人员达到21名，分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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