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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蔚县文化志"，是全县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它对总结我县文化历史，促进

文化改革，激励今人，教育后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也必将

发挥积极的作用。

1984年8月，作为“文教大事记"编写组成员，抽调了李强，郭敬林，田维忠三同志，

广泛搜集资料，参加了“大事记，，的编写工作。1985年3月， “蔚县文教大事记"编印成

书，文化部分约有ll，000字，共印2，OOO册。

1987年8月，文化局又根据上级文化部门指示和县政府编写专业志的要求，成立了县

文化志编辑领导小组。并抽调郭滋新，田维忠，高开慧，宗锦库、刘兴五同志组成编辑小

组。在过去已有部分资料的基础上，重新研究编印了提纲，进一步展开了“文化志’’资料

的搜集工作。在掌握大量资料以后，又拟定了比较具体的编写框架提纲。由于县直文化单

位和乡镇文化站的共同努力，先后查阅历史档案210多卷，访问知情人360多人次，．摘录和

整理了60多万字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暖泉镇文化站宗锦库，常宁乡文化站刘兴、宋家庄乡

文化站袁建斌，杨庄窠乡文化站李建新等同志，在搜集资料中认真细致，调查深入，反复

核实，多次补充，不仅按照要求及时完成任务，而且资料的利用价值也比较高。

1988年2月，原编辑小组除保留郭滋新，田维忠二人外，其余三人因工作需要回到原

单位。又在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电影公司、晋剧团五个单位中抽调了六名同志，组

成了新的编辑小组。从3月份开始，统一分配了编写任务，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

在继续搜集资料的同时，先后进入起草阶段。经过边起草，边研究修改，多次反复，到

1988年12月，完成了“蔚县文化志，，的草稿。又经编辑小组集中研究修改和领导小组审

核，于1989年5月下旬，拿出了第二稿。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先后找了一部分熟悉文化

工作的老同志，个别征求了意见，并送县地方志办公室审查。1990年7月以后，根据知情

同志和地方志办公室提出的意见，再次进行了反复研究和重点修改。到同年12月，完成修改

任务，确定了修正稿。全志共十编，约2l万字。上限自明代，下限至1985年12月，将原

“文教大事记，，文化部分，通过修改、补充，列为本志中的一编。

由于文化工作涉及面广，时间跨度较大，历史资料少，现有知情人不多。再加我们没

有编写志书的经验，水平有限。尽管力求内容全面，翔实，文字精简，避免重叠，但事实

上很难办到。因此，本志难免存在一些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恳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编写本志的过程中，得到县档案局，新华书店，教育局、组织部、政协，文联、地

方志办公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李杰，王藻、郭元，袁锦春等同志的热心帮助。为我们提

供资料，陈述己见，审改志稿，使我们在困难较大的情况下，基本完成了编写任务。在

此，表示衷心地感谢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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鬟攀萋滢聪薹筒冉～一一一⋯一年在县境进行了

第一次文物普查。J9嬲年又对洋河流域进

行了文物普查，发现文物史迹2D处。』9明 ／

年，对县境长城进行专项普查。J985～J9跖

年进行了第彳次文物普查，发现文物史迹

9D处，采集陶器、石器标本2DDD 余片。至

，鳐艿年查得价值较高的文物史迹JJJ处。_

其中古遗址群处、墓葬J』处、古建筑 J9，

处、碑刻3通、近现代文物4处。库藏 文物+

i24侍、文物标本2000多旯o

(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西汉墓群

西 汉古墓群原有巧座，现存47座。皆

方 圆形，底部直径JD余米，封土高3～6

米。民国船年(，929年)位于怀安城东南

J 墓被盗，而后官方发掘，墓室为长方形，

室 壁顶、底均为香杉木板搭架，外衬木炭。

棺 内尸体、衣冠、旗伞均风化殆尽。有木漆

大 匣2个、皮漆小匣2个，外画蒙妆人物，

盖里署有“南阳侯"朱色隶字。装有铜镜、熏

炉 、发簪、乳食等。棺内还有松绿石、白玉

玺 、金首饰、银晶、玛瑙、琥珀等乃件，

另 有7公分见方图章J枚。J95J年，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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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大崖遗址

位于渡口堡乡良民沟村西南6∞米处西

洋河北岸西大崖，面积J5万平方米。J986

年发现遗址地表有龙山文化和战国时期的遗

物，文化层厚J米。

龙山文化遗物有三梭形状细石器、泥质

灰陶、央沙灰陶。纹饰有蓝纹、绳纹。可辩

器形有罩、隔、鸡冠耳罐等。一

战国遗物有泥质灰陶、夹沙灰陶，纹饰

有绳纹、附加堆纹。可辩器形有钵、瓶、

罐、豆。

(3)水沟口遗址

位于右所堡乡水沟口村南5D米处，面

积如万平方米。，9盯年发现遗址地表及灰

坑中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战国时期的遗物。

文化层厚J米。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有石磨盘、石铲、

石斧、石凿、泥质灰陶、夹沙灰陶。纹饰有

绳纹，附加堆纹。可辩器形有豆、釜、坛

等。

(彳)小高崖遗址

位于西湾堡乡北高崖村北J．5公里处．

面积9平方米。文化层厚j米。J986年发

现遗址地表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石器有

半月形双孔石刀、长方形双孔石刀、石斧、

石凿。陶器有泥质灰陶、央沙灰陶、纹饰有

绳纹。可辩器形有钵、豆、罐、盆。

(5)下王屯遗址

位于王虎屯乡下王屯村北。面积乃万

平方米。J9鼬年发现地表有战国时期怩质

灰陶片、央沙灰陶片。纹饰有粗绳纹、细绳

纹、间断绳纹、可辩器形有釜、罐、盆。文

化层厚J米，并发现瓮棺葬J处。

(6)第五窑城址

位于第三堡乡第五窑村西，∞米处．城

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2加米、东西长

了DD米，面积8．J万平方米。现尚存城垣。

城基宽约艿米，残高J～彳米，层厚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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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古为蔚州，又称萝川，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南部。东邻涿鹿，南接涞

源，东南，西南分别与涞水、灵丘接壤，西邻广灵，北连阳原，宣化。四面环山，中贯壶

流，属山间构造盆地。形成了明显的南部深山、中部河川，北部丘陵三个不同的自然区

域。，

蔚县历史久远，文化发达。在京包铁路通车以前，是关内外的交通要道和物资交流的集

散中心，也是晋、察、冀三省经济、文化的枢纽之一。县内先后崛起了八大集镇，形成了

传统的八个经济、文化中心，带来了蔚县商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充实和促进了群众文

化，民间艺术的不断交流与发展，孕育了戏曲、剪纸、社火、雕刻等众多民间文艺形式，

构成了我县民俗文化的内函及其活动规律。· ．

我县的文化历史，完全可以追朔到原始氏族社会的群体文化时期。据三关、庄窠，筛

子绫罗等遗址所发掘的遗物鉴定，在这块土地上蕴藏着大量的仰韶，龙山、夏商等文化遗

存，充分证明了蔚县是我国古代北方先民生息的重要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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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国前文化概况

建国前，我县的文化活动，主要是戏剧和民间社火。一般情况下，每年活动的高峰时

间，除春节，元宵节之外，还有各地的庙会。春节，元宵节，是传统的盛大节日，人们为

了庆祝去年的丰收，期望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心情喜悦，情绪高涨，而且又处于农

闲季节，文化活动形式多、规模大，涉及面广。各地庙会多在农忙季节，而且此起彼伏，

时间分散，文化活动形式较少，规模不大。庙会文化活动，以戏剧为主，其他还有一些大

鼓、评书、杂技、魔术，拉洋片等小形活动。再从时代来看，太平盛世，文化活动相对高

涨。战乱年代，活动就冷落下来；丰年活动较多，灾年活动就少。这是我县建国前文化活

动的突出特点。 ．

j‘ 第一节庙会文化

我县庙会，是劳动人民进行物资、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一方面是通过求神

拜佛、敬香还愿，祁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业兴旺，岁岁平安，另一方面，人们也利

用庙会形式，进行物资、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

我县寺庙甚多，差不多村村都有，多为明，清两代所建。随着寺庙的不断发展，庙会

也逐渐兴盛起来。其形式，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某一庙宇为主，由当地“香头"筹

办、经营的庙会，以寺庙名称定庙会名称，如“老爷庙会"、“奶奶庙会’’等。这种庙

会，以寺庙活动为主，物资、文化交流为辅，二是以当地商行，“会首”为主筹办的庙

会，称之为“某月会，，，如西合营的“七月会"等。这种庙会，是以物资、文化交流为

主，寺庙活动为辅。两种形式，均有“求神保佑，，一类的迷信活动和物资、文化的交流活

动，只不过有主次之分。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当地寺庙、买卖字号、劳动群众募捐的方

式解决，其中也有摊派的成分。

我县传统性的庙会大部分集中在农历上半年的农闲季节，如t旧历二月初二龙王庙

会，二月十九观音庙会，三月初三游春会，三月初八，十五、二十以及四月十八，二十八、

五月初五均为奶奶庙会，三月十二五道庙会，三月二十八天齐庙会，三月十五重泰寺的童

子愿会，四月二十眼光爷会，四月初十玉皇庙会，六月初六河神庙会，六月十三龙王庙

会，六月二十三马王庙会，六月二十四老爷庙会，七月十五佛会，西合营七月骡子会，腊

月初八释迦寺会等等。会期少则一天，多则十五天，一般为三至六天。三天以上者均有起

会，正会，会尾三个阶段之分。．全县每年除秋收大忙季节外，基本上月月有会，接连不

断。这种赶庙会的形式，一直到五十年代。

起会．(兴会)时，一般均由主办庙宇的和尚与民乐队(当地称“鼓匠矽)和部分群众

组成一支仪仗队，手持旗帜，诵经奏乐，到附近敬取“圣水劳(泉水)，供奉于寺庙内，

上香念经，以求吉利。也预示着起会。散会时，再将泉水送回原处，以示结束。庙会期

间，主办庙宇和会址所有庙宇，都张灯结彩，联对盈门，欢迎各方施主光顾庙门，敬香求

奄0tPf誊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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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街头闹市，百业俱全，商品小吃玲琅满目，人来人往，各投所好。戏曲杂技，魔术血

艺，武术马戏，拉洋片等等民间艺术团体和艺人也开场献艺，大显身手，以求生存。

由于这一重要社会活动形式的出现，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对

物资交流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物资交流方面，为适应各界人

士的需要，多销售多挣钱，从产品品种．质量，到服务方式等，都有着不断改进和发展。

文化艺术也在形式和水平上不断刻意求新，扩大活动市场，吸引更多的欣赏者。’由于我县

是南北通商的一条要道，文化艺术也随着这条商道来往，既促进了庙会的繁荣，也加快了

我县文化艺术的发展。

第二节社火活动

民间杜火活动，一直是我县劳动人民在喜庆新春、元宵佳节的同时，自发组织的自我

表现、自我欣赏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据老艺人传说，最早始予元代。几百年来，

随着星移斗转，沧变桑迁，人们对各种社火形式，扬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变革发展。 ，·

到建国初期，仍保留了具有较强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社火形式近30种。这是我县民间文。

艺的宝贵财富，也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艺术遗产。 ，一。一 矿 8．
、

一

． 社火活动在我县俗称“耍灯’’或∥耍红火"，遍及全县河川区和浅山区。明、清两

．， 代，较为盛行。它主要活动在每年的元宵佳节(即正月的十四至十六)以及较大的喜庆

日。劳动人民以此庆祝丰收，振奋民情，达到自娱自乐的目的。
’‘

．r我县各地的社火活动，每年均由“灯官船(即；群众推荐在当地较有威望和热心于此

c项活动的入)负责募集资金，并组织和掌握“耍灯，，的全部活动。有的地方也由劳务社

～ 负责此项工作。一般是从农历腊月中旬开始制做、裱糊，彩绘道具，组织落实表演队伍，

以保证春节、元宵节的演出活动。在演出中，其规模则因地制宜，有大有小。一般的说，

小型社火队容纳三五种表演形式，大型社火队的表演形式多达十几种、几十种。正月十

四，在“灯官”的带领下，齐集三官庙，焚化香纸礼拜，谓之“拜灯"。而后，鸣锣开

，

， 道，爆竹声声，吹吹打打，载歌载舞，表演于当地街头巷尾。各路社火争献技艺，尽力展

示自己的艺术才能。夜晚，社火队伍的表演同悬挂在街头和各家门首的彩色花灯，形成了

． 。 明显的动与静的对比，组成了·片灯的海洋，五彩斑斓，十分壮观，可谓民间喜庆的盛大

j 场面。这种活动，一直到正月十六才结束。 ．。

， ．社火形式中，除直接加入社火队伍的舞动社火之外，还有供人观赏的焰火，树花和供
簟 ’人游戏的灯阵、灯山、灯会等。不论是那一种形式，都反映了几百年来，我县劳动人民对5

j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文化娱乐的追求。在道具制作，伴奏表演等方面，都是他们智慧的结

5， 晶和聪明才智的具体体现。 ．。

’

．。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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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戏剧活动
’。

戏剧活动自古是我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商路即戏路"。历史上诸多剧种随着商业的繁荣，进入我县安家落户，服务于人民

群众，并对我县地方剧种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清代乾隆、光绪年间，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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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建国后，我县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关于文化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文化

组织建设、业务活动，设备更新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使文化

工作在我县的双文明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
、．．

第一节．“文革”前的十七年

在“文革黟前的十七年中，我县文化工作发展很快。首先建立和健全了文化行政和事 一

业机构。抓了专业和业余文化队伍的建设，使全县文化工作呈现出一个有组织、有领导，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崭新局面。 一 t’ 一 t

为提高文化艺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专业文化方面，建立了县级专业戏剧表

．演团体，继承和发展了我县的地方剧种——蔚县秧歌。并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培养和提高
． 演职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时，还建立和发展了县级电影放映队，巡回映出于全县各个村

镇，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在群众文化方面，首先在原民众教育馆的基础上，建立
’

了蔚县人民文化馆，发展了两个区文化站。进一步占领了农村文化阵地，努力开辟群众文

化新领域，狠抓了农村俱乐部、村办业余剧团和企事业单位、公社文工团以及文化馆站，
‘

图书室，文化夜校等方面的建设。据1959年统计，，全县(蔚阳合县时)有16个公社业余文。

工团，12个文化馆，12个书店，两个公社电影队，一个公社文联，967个农村俱乐部，379

个农村业余剧团，633个图书室，基本构成了农村群众文化网。这些群众文化组织的建设，．

为人民群众参加文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同时，为促进民间文

艺的发展，搞了多次春节文艺i社火汇调演。并组织辅导力量和专业人才，’对民间艺人和 ’

表演团体，不断的进行业务辅导，提高了他们的表演水平。多次举办了较大型的美术：书

法展览。对一些较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民歌、弦子腔、秧歌剧目等)进行了挖掘整j

．、理；为以后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保贵的资料。此外，+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先进

典型。一白乐公社被树为全区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一面红旗，于1960年6月，出席了全国群，

英会，受到了上级的表彰。。．j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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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十七年中，县委、’县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对文博工作也十分重视。我县解放不 ，‘

·久的1949年3月，县政府就发布文件，’做出了保护各地名胜古迹的若干规定。而后，又多
’

； 次颁发了关于保护，征集，管理文物古迹的若干通知、规定。并予1959年7月建立了蔚县

博物馆，加快了我县文物工作的发展步伐。 ．， ’l ‘’t’√·．!。1，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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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6年至1976年，我县的文化工作也同全国一样，以扫“四旧"为名，禁演古装戏，

停止了传统的民间艺术活动，焚烧了大批古代书籍，破坏了很多古建筑和古文物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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