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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史修志，在人类进化史中乃千秋大业，不朽盛事。《周礼．

诵训》记载： “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可见方志在我国很早就受

到重视，历代王朝，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代代相传，成为中国历

史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重视修志工作，早在一

九四一年八月，就指示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1加以

研究。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又提出： “全国各地要

修地方志”。一九八O年四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

上指出： “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要大声疾

呼，予以提倡”。中央的号召，各级政府的重视，简阳县也在一九

八一年建立了“简阳县县志编修委员会”，部署各单位写志。为负

起这一历史责任，我们编纂了《简阳县文化志》，它与《简阳县教

育志》同属简阳县文教局编写的姊妹篇。
‘’

本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系统、全面地对简

阳县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如实记叙，实事求是，认真分析，去伪存

真，希望能把这本志书编写成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地方

文化志，达到资鉴致用的目的。

简阳县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但文化活动长期以来随自然

经济的盈虚消长，任其自然发展流传民间，无专门机构管理。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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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不多见于史册，历代修志记载极少，资料奇缺。给编写

《文化志》带来很大困难，我们尽可能地查阅涉及文化的各种资

料、史籍，还大量采集口碑资料，承蒙文化界前辈和知情人士提供

了大量的笔录，并根据文化系统各单位的《部门志》汇集整理编成

此志。

在修志过程中由于缺少经验，在摸索中前进，经多方征集资

料，广泛听取意见，反复校核，八易其稿，才编写成现有的志书。

由于时间紧迫，经费有限，修志组人员均非专职，错漏难免，敬希

各界予以斧正。

益殇第均励火乒影豸夕形

／谚P墨绂万∥秒夕厶，



凡 例

一、本志共分建置沿革、群众文化、文艺创作、表演艺术、演

出场所、电影发行及放映。。、图书发行j图书阅览、：文物、文化事业

经费、人物等十一篇及大事记。下分章、’节记述。：

二、本志时间断限，一根据简阳县县志编修委员会统一部署：以

一九一一年为上限年代，下限到一九八五年底。但为保持史实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也可上追溯到古代和下延到近年。

三、本志中的称谓，如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各级政府和官职

等均按历史习惯称呼，并注明公元纪年、今地名等。人物称谓，直

书其名，不加职务虚衔及褒贬之词。

四、本志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叙体。行文分段。标点

符号按《新华字典》附表规定。简化字按国家公布的第二批简化汉

字表为准。体裁分志、传、记、图、表、录。

五、本志按照“不为生人立传”的惯例，凡属本县籍的文化名

流、专家学者，该传则传，不合伎者，在章节中分别作人物简要介

绍。涉及人物历史，实事求是，不拔高溢美，不贬低苛求。不为尊

者讳、亲者讳、贤者讳。功过分明；，，苍绕道回避，如实记叙。

六、限于篇幅，历代著述凡已收入《简阳县志·艺文志》或

《诗文存稿》的作品，本志不再记载。在断限时间内的文艺作品，

只收录了在省以上文艺刊物发表或省以上举办的展览展出和地区

(市)以上获奖的文艺作品目录；参加文联各协会的成员只记载省

分会以上会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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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简阳县建置于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地处龙泉山东麓，沱江穿流县境，古

道横贯东西，与省城接壤，距成都七十公里，为省府东门屏障。历代文人辈出，有“一

里三进士，五里四状元”之称。故城北有“四状元故里’’的石碑；城东有“三溪祠”的建

筑_唐代雍陶任简州刺史时，留下了“改情尽桥为折柳桥”的名句；薛涛游览简州“江

月楼”时吟咏出“⋯⋯阳安小儿拍手笑，使君幻出江南景’’的华章。明代杨慎旅经县

境，曾写了《过简州石盘铺》五言；清代李调元也在简阳遗有《简州怀南充署牧汤时

芥》绝诗。脍炙人口，代代吟唱。

由于简阳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水陆交通便利，故古文化遗迹也遍布全境：如踏

水桥逍遥洞的汉碑，原属简州山泉铺的北周文王碑，简城公园右侧的韦皋记功碑，幸福

乡的唐代石刻，东溪乡的宋代摩岩造像，城西有宋代状元许奕亲书的“藏真泉”三字。

还有汉代的岩墓，古城遗址等。都闪烁着古代文化的灿烂光华。

民间文艺活动，丰富多采，形式多样，代代流传。但是，在封建社会里，民间文艺

活动被视为“下里巴人”，很少有文字记载，县志里也只在《风俗篇》中有所涉及，尚

需多方面于以考证。流传至今的有川戏、木偶、灯影、民歌、民谣、山歌、号子、评书、

圣谕、传说故事、龙灯、狮子、花鼓、杂耍等文艺形式，但有的已不多见，有的通过

创新又有所发展。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女作家罗淑成为简阳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不仅翻译出版

介绍了多种外国文学，还创作了反映盐工生活；阳|受苦农民的新文学《生人妻》、《井工》

等多部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工

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在简阳的政权以后，文

化工作直接由县人民政府领导，逐步建立超管理．和指导文化事业的专职机构及专业文艺

团体，各种文化活动场所也相应建立起来。三十多年来，文化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和提

高，各种文艺设施不断充实和完善，民间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也不断恢复和发展。一些

频于灭亡和久已失传的艺术形式，通过扶持，得以继承发展而富于新的生命力，如戏

剧、曲艺、民间音乐、舞蹈、民歌、民谣、故事、评书、农民画等。新兴的文艺事业更

是蓬勃发展，如电影、电视录像、现代歌舞及各种游乐活动。

在罗淑家乡的土壤上又润育出一批文艺创作人才和不少优秀文艺作品，有的在国内

外也颇有影响。农民作家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利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短

篇小说《李秀满》由《中国文学》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景志龙、刘光灿、许志彬等的年

画《春风万里》、《双鱼图》、《春暖花开》和孙宁全、傅小刀等的儿童画《梅花》、

《我爱兔子》等作品，先后在法国，英国，上沃尔特、奥地利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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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简阳籍的和外籍在简阳．I作的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发表在国外，国内中央和地方

刊物；参加国际、国内各级展览的文艺作品及获各种奖励的作品达三千余件，本志只重

点收录了613件作品目录。参加省文联各协会会员共31人。

简阳县文化工作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扶摇直上，而是经历了几番起伏和波

折。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文艺工作首当其冲，作品被批判，文艺

工作者受到摧残。提倡“革命样板戏"和“忠字舞"；其它的各种文艺形式和艺术品

种，必须冠以“革命?的头衔，硬加进当时的“政治内容”才允许发表和演出、展出。

直至一九七六年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建设精神文明提到了与建设物质文明同等高

度，文化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简阳县的文化工作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代，各种文艺形式在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 “继承传统”、 “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有了新的发展。推动了群众文化工

作。到一九八四年全县实现了乡乡建立文化站，区有文化中心。使全县文化工作在改

革，开放的年代里作出应有的贡献。

2



大 事 记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县人刘仁辅在简城正中街开设“翊文斋”，专营诗文

书刊。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简城仁字袍哥舵把子陈树堂，创建了JIl刷班社昆玉

班。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置简州劝学所为教育行政机构，兼管文化事业。

民国三年(1914年)，县城开办简阳县图书文具贩卖所，是县的官办书店。

民国十年(1921年)，广汉一周娃人氏在简城正街设“大世界照相馆”。

民国十五年(1926年)，涌采寺的袍哥舵把子张冠臣组建川剧班社“大春曲部”。

民国十六年(1927年)，成立简阳县立图书馆，馆址设文庙右侧。

民国十九年(1930年)，成立简阳县立通俗教育馆。

三月，县知事李青廷筹建的简阳公园竣工。

民国二十年(1931年)，’东乡禾丰场，西乡三岔坝、草池乡、镇子场，相继建立图

书馆，县又建立巡回文库。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县图书馆并入通俗教育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由驻军(川军24军部属)在县城北街城隍庙放映无声

电影《夏得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教育局为县府第三科，兼管文化，

七月，改通俗教育馆为民众教育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简阳县政府下令：不准军队驻文庙、武庙。

七月，令氏众教育馆维修文庙、武庙。

是年，外地文化商来石桥镇天华宫，放映无声电影《方世玉打擂>。这是石桥镇最

早放映的一部电影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县政府下令：禁看毛泽东的著作I

七月，由在校部份师生组成暑假战时乡村服务团，下乡宣传抗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元月，中共地下党员陈荚俊组织抗日文艺宣传队——抗

建剧团，并在县境内流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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