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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白山下，浑江两岸的通化市(原为通化县)，从设治

起，历经清朝、民国、日，伪统治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几个朝代的变

更，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是长白山区域历代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的中心。

通化是F个多民族的区域，生活在这块美丽、富饶土地上的

汉，满、回0蒙、朝鲜等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斗争里，以

自己丰富的想像，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文化艺

术精品，美化着自己的生活。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加之统治阶

级对文化艺术的限制，致使通化的文化事业如秋雨中的落叶。因

而，在旧<通化县志》中，有关文化艺术事业的记载廖廖无几。

新中国成立后i随着国民经济逐步好转，通化的文化艺术事业

也如雨后春笋．十年动乱期间虽然受到严重摧残，但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通化的文化艺术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新’

局面。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盛世修志。用志书这一形式．把通化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及现

状翔实记载，赠予今人，惠及后世．从中找出历史前进的脚步，启

迪我们的思想，纠正我们的失误，使我们通化的文化艺术事业更加

兴旺，更加发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理古籍，包括编修地方志，把祖国的宝

j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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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的

指示精神，通化南文化局成立了《文化艺术志》编、纂组i通过查

档、走访、发函，召开“知情人”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征博采。

本着“详今略古”、 “存真求实”、 “立足当代”、 “服务四化”

的原则。经过认真编写，精心推敲，终于在1987年8月完成了这本

20余万字的《文化艺术志》．

这是我们通化市文化艺术界的一大喜事．也是我们通化市社会

科学战线上的一大成果。实在是可喜可贺t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认真执行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做出更多、再好的成绩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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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明，远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们生活在浑江流域．并从

当历史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后，尽管朝代变换更迭，不同民族

生活各异，但从发掘出的历代出土文物中，能够反映出在各个历史

清初至同治末期，通化为封禁之地。边台看守，限制人民檫

牧。直至清光绪三年(,s77年)开禁设治；移民迁入，重新开发．一

县署虽设吏房兼管文化艺术，因无文化设施，也无文艺班社演出． ，

后来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始有高跷、龙舞，灯会等民族

民间艺术在年节活动于街头．官府也为祭神还愿，由商会出资邀京

戏班临时搭台演出．并有杨家鼓乐房为婚丧事吹奏民间乐曲；和顺

据《通化县志略》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曾在县署院内

试办公共图书馆，但因经费不足，所购书籍多未完备。加之官府重

繁。马戏、杂技，戏法等演出活动时常可见；诗词，书画，摄影等
‘

艺术作品相继问世；书局增添，古典文学，文艺唱本畅销于市。只
、

．有蹦蹦戏被视为。有伤风化”而明令禁演。但艺人为生活所迫，甘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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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风险活动_丁农村。
‘

民囡期间的文化艺术曾有过繁荣景象，但因屡逢兵燹，致使茶

园经常关闭，图书遭受损失。即使市面升平，各演出场所也营业

萧条。图书馆门庭冷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廖廖无几。

在日伪统治的年代里，日本帝困主义在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

同时进行文化侵略，为其奴化教育服务。接管戏院，关闭书曲茶

社，经营马戏、吞并书局，建映画馆(电影院)。一些民族文学作

品被没收，文艺演出形式被禁止。使封建、奴化、法西斯式的文化

艺术统治着人民的思想。只有在深山密林里的抗日歌声，鼓舞着人

们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浴血奋战。童．二 ：：瓢乏．：麓
1945年“九、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设立文化机

构，接管文化设施，建立新文艺团体，演出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文

艺节目，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启迪着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汨思想觉

悟。建立社会教育佾、大众阅书室，开设光明书店≮，以所陈列的

二杉籍，图片，解聪蔷长期禁锢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效化、法西斯

式的精神枷锁。通化区文化协会成立后，团结、教育广大：炙化工作

者，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瓶奋斗。文化艺术事业在这一历史

时期得以蓬勃发展。’

l铲6年11月，国民党军进占通化后，文化设施遭到破坏，文娱

场所改做军用仓库和马厩，虽有公益舞台幸存，但极少演出．国民

党部队的随军“文化服务社”和所建立的演出团体“政工队”，财

进行反人民的宣传工作。

1947年5月，逦化第二次解放后，党和政府建立建全文化机

构，修复疮痰满目的文化设施；恢复戏剧演出和电影放映；建民众

教育馆(文化馆)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做“改戏，改人、改制”的

三改工作，使专业演出团体逐步走向正规化；设新华书店和发行朝

鲜文书籍的团结书店；扶植个体书局(床)；’发行共产主义和社会：

主义文献及革命理论书籍。并组建业余剧团以活跃人民文化生活和

配合宣传党的中心工作。使文化艺术事业呈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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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立后，文化艺术事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而

不断地发展壮大。五十年代，民营公助的红星评剧团改制为国营通

化市浮剧团，嗣后又建立了通化市京剧团和曲艺团．修建了通化剧

场、曲艺剧场，成立了戏剧学校。六十代初通化专署在通化市相继

建立了吉剧团，文工团．专区和市创建了戏剧创作机构等，使戏剧 一，

事业蓬勃发展．
。

，

此间，厂矿、企业，农村业余剧团，俱乐部、文化站(室)．。

图书发行网点，电影放映网点，逐步遍及城乡。历年来，由地、市

举办的专业和业余文艺会演，群芳争妍．
、

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艺术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曲艺团
“

被解散；专区吉剧团与市京剧团合并；创作机构解体；优秀传统戏

和影片禁演．只有“样板戏’独占舞台。后虽有新建地，市文工
’

团，恢复创作机构．但演出剧目，文艺作品。均以。阶级斗争”为

纲，为极“左”路线服务． ，

。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文化工作虽有复苏，但仍未彻底摆脱

极。左”路线的桎梏．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艺术事业才得以复兴．并随改 ．

革、．开放，繁荣经济而发展。增添文化设施，更新设备。新建工人

文化宫和政府俱乐部，戏剧演出场所和电影放映网点由1945年4个

到1985年增至32个。通化地区除恢复吉剧团和戏剧创作室外，相继

在市内建民间艺术团、话剧团、杂技魔术团，群众艺术馆和长白山

剧场。文化艺术事业单位由1945年的12个，增至1985年的21个。从

事文化艺术事业的专业人员由1945年的146人增至j985年的553人。

文学，戏剧、美术，摄影、书法、篆刻等大量问世。市京剧团、专

区吉剧团演出的创作剧目几次在吉林省会演中获奖；有些美术作品

多次在省，全国和国外展出：散文、小说、诗歌结集出舨发行；公

共图书馆(室)遍及厂矿．学校、农村；图书发行量巨增；城市乡1

镇建起文化中心，文化站(室)，使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1985年3月，通化地区行政公署撤销，实行市辖县的体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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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变为吉林省直辖市。新组建的通化市文化局，致力改革，力

求使文化艺术门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资文明建设服

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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