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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雷

保靖，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县口建县较早(公元前

2 O 2年西汉时期)，位于湘、鄂、川、黔边境。全县二十五个社(镇)，

二十三万余人口。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少数民族

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0

在土司统治年代，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真是地瘠民贫，文

化落后。改土归流，虽结束了土司的统治，但继之而来的清末和民国时
、

期的封建王朝，对于民族的文化事业，处之漠然。当时设置的民众教育

机构，则时饼时停，流于形式。广大劳苦民众，仅运用自己创造的劳动

和风俗民情的歌舞等聊作文化生活的享受。
，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县民族文化事业，在微薄的基础

上，党和政府关怀备至。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好转，县区社的党政部

门，相应地建立了文化行政机构，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的文艺方针，因地制宜地组织和发展了文化艺术演唱活动的团体，

逐步加强了必要的文化设施，从而不断地壮大了民族文化艺术者的队

伍，开展了形式多祥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活动，丰富了各族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十年动乱，民族文化事业虽经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粉碎江

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各级文化艺

术部门和广大文艺工作妾曩雳撕奋了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



●

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掀起一

个加强社(镇)文化中心建设的新高潮，开创了农村文化工作的新局

。 面，促使我县民族文化事业，犹如雨后春笋，破土成长，呈现出一派更

加繁荣的景象。 ，

现在，我们正处于继往开来，振新中华的历史新时期。在加强共产

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文化建设中，有必要将过来的民族文化事业的演变和

发展。，以及出现的失误和挫折，编纂为《文化艺术志》，继承民族民间传、

统文化遗产，以惠及后世，对于继续进行文化建设，具有借鉴、‘启迪的

作用，．使其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朋和精神文明月艮务。⋯

为了搞好这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精神财，富的建设，即于一九八一年

七月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本着“存真求实"、“详今略古刀、“详近略远”的原则，1查阅档

． 案、开座谈会、登门走访、书信函调、部门承包等多种渠道，广征三亲

资料。并在核实，精选资料的基础上，修订篇目、确定体例，采用图文

并茂的方法，几经设计，试写、审核、修改、定稿的艰苦劳动过程，《文

化艺术志》终于一九八三年二月编纂完成。其中包括大事记；文化事业

行政机构的建立和建设；群众文化事业；民族民间山歌；图书馆事业；

戏剧事业；电影事业；图书发行；历史文物；民间艺文集共十章。 。

在文化艺术志的编纂过程中，由于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业务

能力不强，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希领导和同志们指正。

《文化艺术志》编纂领导小组
￥

一九八三年二月
：髓：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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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事肥

民国三十九年(1 9 4 0年)十月，由彭司瑞、彭勇伟、刘传纲发起组织“中国文化服

务社保靖分社"。刘传纲任经理。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z年)一胃十五日，县府令各机关、团体、学校、查禁《雷雨》尉本·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酉戏时代剧团呈报县府，为春节献金表演戏剧，购买公

债。经县府以文字第1 8 4号指令：“根据元旦演戏购买公债，准，照办。”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由县府发给营业许可证执照，由李经贴荣开设“保靖书

店”。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十二月，城镇举办“母师运动委员会第一‘期母职训练班”，

学员三十人。进行妇幼卫生、妇女工作、家庭卫生、母教须知、家庭教育、儿童教育、环境

卫生、新生活常识等为内容的学习和教育。分别由卫生院、妇女工作委员会、民众教育馆担

任教课，历时一月。 ，

民国三十二年(1 9 4 3年)元月十七日，县府以“文字第2 5 4号”训令县民教馆及各

级学校：“奉令定于二月十五日为戏剧节，三月十五日为美术节。刀

民国三十三年(T 9 4‘年)，县立民众教育馆于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七点，在迁陵中

心学校礼堂召开社教扩大辅导会议。研究社会教育和募捐修建民教馆事项。

出席人：张翥鹏、徐雅南、龙利络、彭国海、周奇三、彭惠官、薛家沛、张远德、王祖

昆、陈全斌、陈笑侬、向日新、余培厚、周汉章、粱远兴、洪范、余化南、龙俊华、彭国

瑞、王健夫、谢祖勉、胡启锐、王用章、彭司深。

列席人：’王希揩、彭勇诺、杨清章 、

民国三十五年(1 9 4 S年)秋，县酉戏时代剧团，在江西庙演蹬《百花蒋剑》时，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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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学生为不得进入看戏，即纠’集众生冲入剧场。由于三青团设在江西庙，当时干事长黄佩

予的卫士，误认为是党团斗争闹事，即开枪示众，因枪失误，打死艺人张时权。

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年)七月一日，县立民众教育馆奉令裁撤。主要原因，经费开

支不足。

民国三十六年(1 9 4 7年)二月二十四日，恢复成立县民教馆，委任余超仁为县立民

众教育馆馆长。

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年)十月一日，县府奉令裁撤县民教馆。将民教馆所有课桌家

典，分别移交给县立中学、中正小学、医院使用保存。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由代馆长张长忠

造册清点，向有关单位办理移交手续。
、

1 9 4 9年(民国兰十八年)1 1月7日，保靖和平解放。即于1 1月l 1日成立了“保

靖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庆荣。随着县人民政府的成立，予一九五。年设置了“教育科”

管理文化教育。

1 9 5 1年，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即建立了“保靖县人民书店’’。

1 9 5 1年，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保靖县文化馆”，配干部二人。五二年

配干部三入，五三年配干部五人，逐步加强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五三年，除在复兴乡建立全

民所有制的文化站外，全县正式组织了l 8个农村翩团、8 o个戏剧小组、4 2个广播组、

5 o个三棒鼓组、5 1个读报组、6 8个山歌组。并在复兴、甘溪、块洞三个乡建立了农村

图书室。

l 9 5 3年，为适应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加强政府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将县人民政府教育

科改为“保靖县人民政府文教科，，。

1 9 5 3年，根据上级政府指示：“保靖县人民书店”改为“新华书店湖南分店保靖支

店”，简称保靖新华书店。

1 9 5 3年，省电影三十二队住保靖，负责花垣、保靖两县城镇放映工作。

1 9 5 5年，县人民政府任命张凡为“保靖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第一副科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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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5年，新华书店评为全省发行先进单位，授锦旗一面。

l 9 5 6年，县人民委员会以<5 6>会办字第0 0 6号通知：“根据上级指示决定，

文教分科，将文教科分设为“保靖县人民委员会文化科、教育科"。

T 9 5 6年，省电影8 2队下放保靖。以城镇放映为主，兼顾农村。

1 9 5 6年9月2 5日，县人委任命陶敦敬为“保靖县新华书店，，副经理。

1 9 5 6年1 1月2日，县人民委员会任命向元文为“保靖县文化馆"副馆长。

1 9 5
6年2月，县成立了春节活动委员会，在春节活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各乡以

中心学区组织春节文艺宣传队共2 9个。除演出文艺节目外，兼以小型多样的文艺形式，宣

传全国农业发展纲姜(草案)。

1 9 5
6年，县文化馆在边远的苗族地区葫芦乡，建立全民所有制文化站，配备苗族文

化干部龙姣娥主持建站工作。买了一栋两间的木房，购置了办公桌、阅览桌、凳等用具。开

展图书借阅、出黑板报、逢扬苗歌宣传、节假日组织回乡学生文艺宣传队巡回演出等活动。

1 9 5 6年，我县苗族女鼓手石清兰等三人，参加省民族民间艺术会藏，表演了女子单

人鼓舞和双人鼓舞，获一等奖。

l 9 5 7年7月，分别在夯沙、葫芦两乡同时举行“赶秒节力活动。开展苗歌对唱、舞

狮子、苗鼓舞和汉戏、阳戏、高腔戏的演出，共有2 3个俱乐部参加。对评选出来的先进个

人，发给了银牌奖。

1 9 5 8年，按照州人民委员会<5 8>会文字4 0号通知，在虽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

建立了“保靖县图书馆”。

l 9 5
8年9月，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

要，经县委研究决定，建立“保靖县文工团”。

l 9 5 8年，我县土家族花被面、苗族刺绣、花带、剪纸共2 4件，．参加全国工艺美术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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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9 5 8年，是群众文化活动普及的一年。上半年，全县2 6个乡，都建立了民办文化

站、图书发行站、图书馆，下半年公社化后，十六个人民公社，都建立了文工团、文化馆，

书店、图书馆、创作组。其中四个公社建立了展览馆。

1 9 5 8年，全省少数民族宣传工作现场会在我县召开。省、州宣传部门的领导参加了

会议。会议期间举办了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展览会，并举行了文艺晚会，演出《十唱人民公社

好》、《保靖是个万宝山》等十多个文艺节目。还观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焰火架"、“孔

明灯"、“扎故事”等民间艺术。

1 9 5 8年6月2 8日，全州文化艺术工作现场会在我县阳朝乡召开，交流文化大跃进

的经验和研究今后文化跃进工作。

1 9 5 8年7月，县人委任命杨明华为“保靖县人民委员会文化科，副科长。

1 9墨8年8月，县人委任命尚清成为县电影一队队长，吴开君为电影二队队长。

1 9 5 9年，县文工团自编的神话故事剧《春哥与锦鸿》，参加全省专业剧团御作戏剧

会演，博得好评，获得奖金。剧本由昝出版社出版。

1 9 5 9年9月，县人委任命王小盂为“保靖县文工团”副团长。

1 9 5 9年，我县民歌手田茂忠，磴上大学讲堂，为“吉大"文学班讲授民歌创作课。

1 9 5 9年1 1月1 3日，县人委任命杨友芝为“保靖县新华书店"经理。

1 9 6 0年1月1 8日，县人委任命张芷昌为“保靖县文工团"团长。

1 9 6 0年9月，县人委任命陈明勤为“保靖县人民委员会文化科"科长。

1 9 6 1年，新修“保靖县影剧院”，设座位1 1 0 0个。

1 9 6 1年，撤销“保靖县经济建设展览馆”。

l、9 6 1年1．2月，县入委任命黄宽为。保靖县人民委员会文化科静科长、兼剧院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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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 1年，奉州文化行政部门的指示，撤销“保靖县图书馆"，所有图书，全部移交

文化馆图书室，开展借阅活动。
。

，

1 9 6 1年1 2月l 8日，县人委发出通知，尚清成调人事科，免去文化科副科长职务。

1 9 6 2年根据州文化局通知，建立“保靖县电影管理站”。

1 9 6 2年，县人委通知，免去簧宽“保靖县人民委员会文化科，，科长职务。

1 9 6 3年3月，县人委任命石光茂为县电影一队队长，梁家照任县电影=队队长。

1 9 6 3年，县文化馆以源远流长的山歌，开始摆周末歌台、逢场歌台、节目歌台。培

训了四十多名城区、城郊男女山歌手，以多种唱腔宣传党的各个时期中心和活跃群众文化生

活。省民委主任谷子元来保靖检查工作时，观看了这一民族民间喜闻乐见形式很好的文化宣

传活动，即将随行的干部彭继宽、彭勃二同志留住文化馆进行辅导，为时半年。

1 9 6 3年，根据州人委关子文化教育合饼的指示，经县研究决定，将县文化科、教育

科合饼为“保靖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

1 9 6 3年1月，县人委任命彭图清为“保靖县影剧院”经理。
‘、

1 9 6 3年1 0月5日，在《保靖农村》刊物上专载了县文化馆开展山歌文化宣传的经

验。县委作了批语：

山歌是我县各族人民最爱唱、爱听的一种歌。由于它不受人多人少、男女老小、劳动休

息等条件的限制，因此，有广泛的群众性。只要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党来加以领导，就

有鲜明的阶级性，就能唱出振奋人心、鼓励斗志的歌声，鼓励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热情。就能把党的方针政策和每个时期的中心运动及时地贯彻到群众中去。

如果放任不管，就会出现一些封建迷信和色情的宣传。甚至被敌人利用进行反动宣传的

工具。因此，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对此领导，紧紧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现将文化馆组织山

歌宣传活动的一些经验刊载在《保靖农村》上，希望区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同志们一阅。并

把你们所在地区的山歌宣传活动，有领导地经常开展起来。

1 9 6 4年，我县苗族女子双人鼓手施兰春、石四满等四人和龙溪公社土碧大队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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镏子队参加全省少数民族艺术会演。苗族双人鼓舞荣获一等奖，土家族镏子队荣获二等奖。

1 9 6 4年，县歌剧团为了进行酉戏曲调的改革和创新，请来花垣宋运超、涂乍公社龙

泽瑞二位音乐老师，7在一年的实践中，以新曲移植《五姑娘》和自创的《龙溪归海》等剧目

进行演出，获得好评。

1 9 6 4年，恢复苗族地区“葫芦公社文化站"，派苗族文化干部洪富强为专干。清理

原有财产，重新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1 9 6 5年2月1日，旦人委发出通知，免去杨明华“保靖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副科

长职务。

1【9 6 5年，根据州文化局关于建立民办公助文化站的通知，于Ji3 5年年底，建立了民

办公助文化站l 8个。选配辅导员1 8人，每人每月由县文化馆补助经费1 0元，规定每月

以十天时间抓文化活动。

1 9 6 5年，县文化馆美术干部刘长治同志经省美协批准为“湖南省美术工作者协会”

会员。

1 9 6 5年，文化大革命浩瓤惨重，窜来民中“造反派”，将文化馆珍藏的历代名人

书画、重要书藉和木刻制版以及搜集的民间文学全部焚毁殆尽。同时将保邑的“八景’’胜地

“石楼仙洞”、“烟霞浣翠”、“狮洞樵歌”藉以‘四旧，为罪名，相继砸烂捣毁，只留遗址。

1 9 6 6年，经省民委主任谷子元同志亲临检查．为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即

拨款两万元，修建文化馆。(在毛坪街，县招待所对面)。

l 9 6 8年1 0月19日，建立文化系统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召友、黄桂玉，组员彭武兴、

石元春、宋光军。又于l 0月30日，县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新华书店、电影队、影剧院、

文化馆，饼为革命文化小组。由田兴中任组长，田发金、刘召友、黄桂玉任副组长。同年撤

销县文化馆。

1 9 6 9年，根据州革委的指示，撤销“保靖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建立“保靖县革

命委员会文化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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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9年，经县委、县革委决定撤销“保靖县歌剧团”，所有人员，除极少数外，其
’

余都下放农村。

- 、

l 9 7 0年，经县委、县革委研究决定，恢复县专业剧团。即建立“保靖县文艺传宣队”。

1 9 7 1年8月2 0日，县革委任命尚清成为“保靖县革命委员会文化小组"组长。

1 9 7 2年，经县委、县革委决定，将县革委文化小组改为文体小组，即于2月2 6日任

命倚清成为“保靖县革命委员会文体小组”组长。

1 9 7 2年，根据上级文化行政部门关于在公社建立电影队的指示，堂朗公社，黄连公

社试建8·7 5毫米电影队o

1 9 7 3年，根据上级指示，经县委、县革委决定，撤销县革委文体小组、教育小组，

实行文教合饼，建立W保靖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同年三月出县革委任命高仕品为局长。

1 9 7 3年，根据省、州指示，县革委会发出通知，恢复“保靖县文化馆"。

1 9 7 4年3月2 2日，县革委任命筒清成为“保靖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教导员。

1 9 7 4年，县组织文艺代表队参加全州文化工作会议和厂矿、农村群众文艺调演大

会。演出《苗寨怒火》等十七个节目。隆头公社、酉水鱼场、比耳大队获奖，演员姚登玉、

田茂忠、曹怀伦受到表扬。

1 9 7 4年8月2 9日，虽革委任命屈国勉为“保靖县文艺宣传队"副队长。

1 9 7 4年1 0月2 0日县革委根据省州指示，以保革发(1 9 7 4)第0 0 4号通知

“在各社(镇)建立文化站”。即于年底，全县2 5个社(镇)都建立了文化站。选配了半脱

产的辅导员，每月给予补助工资1 2元。要求每月以十到十五天时间搞文化工作，每天按

0．5元交|；Jl记工分。

1 9 7 4年l 2月，比耳大队文艺宣传队唐胜华等七人，参加州代表队赴省文艺会演，

共演出《土家儿女上大学》、《苗寨女民兵》等六个节目，荣获奖状奖励。

1 9 7 5年，县文化馆组织曲艺代表队，参热省曲艺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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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7 6年，根据州文化局的通知，恢复建立“保靖县图书馆"。

1 9 7 6年1 2月5日至l 1日，全州农村图书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我县召开。并参观了

水田公社余家大队图书室。
。

⋯。

l 9 7 7年，我县业余杂技队(1 9 7 5年开创于涂乍小学，1 9 7 7年调来迁陵小

学)调州参加自治州成立二十周年大庆献演，获得好评。之后，应古丈县邀请，前往古丈县

城演出。

1 9 7 7年，比耳公社文化站参加省文化局在沅江县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被弹为群众

文化先进单位、发给镜屏奖。

1 9 7 8年7月，举行全州“赛歌”观摩会。七月一日在马王公社开幕，观看了马王的

赛歌活动詹，集中在县城赛歌。歌会秸束，评选了先进集体和名歌手。

l 9 7 8年，清水公社农民画五十四幅，调州文化馆进行展出。

l 9 7 8年1 1月，县文化馆组织业余文艺代表队共二十四人，参加州文艺会演。演出

《阿婆买菜》、《桐花鼓》、《锦鸡展翅》、《三杯酒敬领袖》、《河水哗哗笑山坡》、

《苗鼓舞》等十多个文艺节目。
t

1 9 17 9年，县电影管理站，在农村修建第一个县办毛沟电影院，造价三万元，坐位六

百五十个。

1 9 7
9年，县文化馆美术干部杨乐山，影剧院美术干部胡启炎，由省美协审批为“湖

南省美术工作者协会”会员。

1 9 7
9年，民间文学业余作者，田茂忠、张如飞、石长胜、罗辑等被批准为“湖南省

民闯文学协会，，会员。

1 9 7
9年，县文化局戏剧干部周跃楷经省曲协批准为“湖南省曲艺协会，，会员。

1 9 7
9年2月1日至8日，全省春节民族文化活动日观摩现场会在我县召开。

1 9 7
9年，县花灯戏剧团参加全州专业剧团戏尉创作节日会演。演出自编的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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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耋耋；霎瓣差薹：孚曼罢i：．萎：萎?：喜耋?主薹誉：：裹茎?主：

1 9 8 O年，州文化馆编辑《湘西民间文学资料》，刊载我县搜集的民问故事2 8个，

1 9 8 o年，我县参加州文化馆举办的拍摄《民族民间舞蹈》电视学习班，有苗族的石

昌秀、石清兰、梁家堂、石元超、梁洪辉等参加拍制《苗鼓舞》、《柳旗勰》、《先锋舞》、

《猴儿鼓舞》、《女子单人鼓舞》、《砍路拦君舞》。有土家族的王太礼，田应儒拍制了

1 9 8 0年，县文化局编写《保靖县农民运动调查史》，抽调文物专干刘长治，文化站

辅导员彭图湘、彭荣德、龙顺成为专职人员，以一年多时间，粘束了农调工作，并编印了保



1 9 8 O年，县花灯戏剧团与县广场大会台合修的三层楼房竣工，共1 0 7 O个平方米。

1 9 8 O年，业余美术工作者龙泽恢创作《紫藤花卉》国画一幅，由省国画馆经销出售

给外国朋友，价值1 8 0元。、

l 9 8 0年，县文化局戏剧干部周耀楷，经省剧凯批准为“湖南省戏剧创作洗会一会员。

|_

1 9 8 O年，县委宣传部摄影专干沙育照、龙四忠，由省影协批准为。r湖南省摄影忱

会’’会员。

1 9 8 0年，县文化馆被评为全省农村文化艺术工作者先进单位。

1 9 8 1年，水银公社文化站副站长彭司礼，被评为全省农村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出

席省召开的农村文化艺术工作者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并评选为出席全国农村文

化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的代表。

1 9 8 1年，马王公社名歌手、文化站专干田茂忠，被评为全省农村文化艺术先进工作

者，出席省召开的农村文化艺术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1 9 8 1年，县图书馆馆长石元兴，被评为全省农村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出席省召开
．- ‘

的农村文化艺术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并评为出庵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者表彰

大会的代表。

1 9 8 1年，全州电影系统在我县影剧院召开“五讲、四美”文明服务现场会。

1 9 8 1年4月，全州群众文化工作会议在我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州级文化行政部门

和全州各县文化局、文化馆负责人和重点文化站辅导员。我县2 5个社(镇)文化站专干参施

了会议。在为时五天的会议期间，总结了工作，交流了经验，具体部署了八一年的群众文化

工作任务。

1 9 8 1年8月，业余作者石长胜，被批准为中国民研会，湖南分会会员。
‘

l 9 8 1年，根据州文化局关于建立县电影公司的通知，撤销“保靖县电影管理站”，

建立“保靖县电影公司"。下设办公室，放管组、宣传组、财务组、机修组、发行组。7

；

、一1 0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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