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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汕头市文化艺术志》属于专志。

二、文体采用语体记叙文。一般不作评论，而寓褒贬于叙事

之中。

三、时间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7年底。

四、记述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主略次、详异略同的原

则。

五、时、地称呼：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注明公元，民国起一律

采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注明今地。

六、本志记述的市(专区、地区)、县(市)、镇(区、公社)，以各

历史时期的建制称谓为准。

七、本志记述的全市各项文化事业发展情况，以各历史时期

市辖范围为限，如1965年以前称汕头专区，包括兴梅和海陆丰

19个县市；1984年地、市机构合并前包括海陆丰12个县市。

八、对各时期的政权、单位、职务，按照原来称呼叙写，不另

加政治性定语。但对日本侵华时所建立的政权机构则加上“日

伪”或“敌伪”字样。

九、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书不为在世人单独立传，但

知名度较高、贡献突出的重要文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略予记

述。凡1987年底以前去世，对我市文化艺术事业起过重要作用

的代表性人物，不论其出身、籍贯、地位级别，择要立传。对传主

事迹，侧重文化艺术方面的记述。

十、叙写人物时，一般直呼其姓名，不加尊称或职务。

十一、标点、符号、数字，一律按国家颁布的有关规定书写。

一1一



目 录

概 述⋯⋯⋯⋯⋯⋯⋯．．⋯⋯⋯⋯⋯⋯·3

第一章机构设置⋯⋯⋯⋯⋯⋯⋯⋯⋯⋯⋯⋯⋯⋯13

第二章群众文化⋯⋯⋯⋯⋯⋯⋯⋯⋯⋯⋯⋯⋯⋯30

第三章图书事业⋯⋯⋯⋯⋯⋯⋯⋯⋯⋯⋯⋯⋯⋯43

第四章文博事业⋯⋯⋯⋯⋯⋯⋯⋯⋯⋯⋯⋯⋯⋯61

第五章 电影事业⋯⋯⋯⋯⋯⋯⋯⋯⋯⋯⋯⋯⋯⋯89

第六章娱乐场所⋯⋯⋯⋯⋯⋯⋯⋯⋯⋯⋯⋯⋯⋯98

第七章文化企业⋯⋯⋯⋯⋯⋯⋯⋯⋯⋯⋯⋯⋯117

第八章文 学⋯⋯⋯⋯⋯⋯⋯⋯⋯⋯⋯⋯⋯119

第九章戏 剧⋯⋯⋯⋯⋯⋯⋯⋯⋯⋯⋯⋯⋯138

第十章音 乐⋯⋯⋯⋯⋯⋯⋯⋯⋯⋯⋯⋯⋯189

第十一章美 术⋯⋯⋯⋯⋯⋯⋯⋯⋯⋯⋯⋯223

第十二章舞 蹈⋯⋯⋯⋯⋯⋯⋯⋯⋯⋯⋯⋯236

第十三章曲艺杂技⋯⋯⋯⋯⋯⋯⋯⋯⋯⋯⋯⋯245

第十四章书法摄影⋯⋯⋯⋯⋯⋯⋯⋯⋯⋯⋯⋯252

第十五章大事记⋯⋯⋯⋯⋯⋯⋯⋯⋯⋯⋯⋯⋯256

第十六章人物传略⋯⋯⋯⋯⋯⋯⋯⋯⋯⋯⋯⋯295

编后记⋯⋯⋯⋯⋯⋯⋯⋯⋯⋯⋯⋯⋯358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汉代设治以前，这里是古越居民劳动、

生息、繁衍之地。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早期的文化，据解

放后考古发现，多处贝丘遗址和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标志着

潮汕古文明的遗迹；在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中，逐渐形

成潮州方言，至今在潮语词汇中也保留着相当分量的吉汉语；作

为潮州土著居民古越人的后裔——畲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中

创造了口头文学——畲歌仔，对于后来潮州歌谣的形成和发展，

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隋唐以后，随着战乱、戍边、远谪和民族

大迁移，大批中原汉人南来，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促使潮汕

风气日开，人文渐著，名贤辈出，历宋、明而鼎盛，被誉为“海滨邹

鲁”。延及清代，文著尤众。民国以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

下，出现了革命文学活动的新局面，一批优秀的潮籍作家、艺术

家，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事业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文化事业更是全面蓬勃地发展，空前繁荣。这里

的艺术品种，丰富多彩，繁花似锦，无论戏剧、音乐、民间文艺、工

艺美术，以至饮食、建筑、风尚习俗，均有其浓厚的传统和优势，

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潮汕文化。综观历史和现实，可概括

为下述七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唐代以前，潮汕的文化已有一定基础。韩愈刺潮以后，启用

本地举进士赵德置办乡校，兴学育才，文风初开。

宋代，人文渐著，出现了许申、张夔、刘允、林巽、卢侗、王大

宝、吴复古等封建文化代表人物，史称“潮州前七贤”。也有把他

们连同被韩愈所器重的赵德合称为唐宋“潮州八贤”。

明代，人文鼎盛，名贤毕至，仅嘉靖一朝，在潮州西湖“雁塔

一3一



题名”的知名文士就有115人。特别是出现了翁万达、林大钦、萧

端蒙、罗万杰、郭之奇、黄奇遇、许国佐等一代英才，后人把他们

称为“潮弼后七贤”。清道光年间出版的《潮州耆i日集》，就收录了

明代潮人20家的名作37卷，637篇。

清代，潮汕文化又有很大发展，潮属各县文人学士的各种文

史和学术研究著作极其丰富，其中的笔记文学，很有特色，十分

流行，如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林大川的《韩江记》，钟声和的

《岭海菁华记》等，记述了潮汕境内的民间传说、先贤轶闻、山川

胜迹、风物掌故等，其中的《潮州八景诗》、《韩江竹枝词》、《潮州

二十四咏》等诗词，清新流畅，脍炙人口。其时还出现一部绘像章

回小说《三春梦全传》，反映潮州人民反抗斗争的一段可歌可泣

的历史，实属难得之作。

民国期问，潮汕涌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学

者和专家，突出的有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冯铿、郑正秋、蔡楚

生、陈波儿、柯柏年、许涤新、梅益、林山等，他们的论著和成就，

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革命战斗作用，已被载入中国现代

文学史册。许美勋、曾应之、杜桐、王亚夫、沈吟等人在报刊上经

常发表的小说、诗歌、民谣、杂文，邱玉麟、金天民、林培庐等人编

辑出版的潮州民歌和民问故事各种选集，都在潮汕文坛上起过

应有的积极影响。

据《潮州志·艺文志》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辑录书目，自唐

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历代潮人著作凡1100余种，其中集部

诗文著作共600余种(因年久元稽而未录或不录者当有不少)，

足见潮汕历史上确是云蒸霞蔚，菁华翕聚，文著浩繁，人才辈出，

为无愧于世的岭海名邦。

二、潮剧潮乐饮誉中外

作为地方主要剧种的潮剧，由宋元南戏演化而来，至今已有

四百多年的历史。其特点是曲调细腻和谐，优美动听，比较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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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快；在角色行当上，丑行和彩罗衣旦最为著名；传统剧目丰富，

达5000个以上，有剧本的达1500多个。鼎盛时期，戏班达400

余个，在华侨聚居的泰国，也有潮剧戏班200余个，其影响遍及

粤闽两省、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是我省四大剧种之一。

旧社会由于封建制度束缚，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没保

障，流离失所，技艺难得发展。至解放前夕，潮剧只存六大班。新

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地方戏曲工作，关心艺人生活，先后

成立潮剧改进会、剧团办事处等机构，实行“改戏、改人、改制”，

废除童伶制，烧毁卖身契，使广大艺人翻身做主，解放了艺术生

产力，整理、创作、上演了一批别开生面的传统戏和现代戏，以后

又专门开办戏曲学校和各种演(学)员训练班，培育专业艺术人

才，使潮剧得以新生和发展。1958年底成立广东潮剧院，标志着

潮剧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制订《关于提高发展潮剧

意见三十条》，举行丑行、旦行专题戏曲汇演，全面发掘、整理、研

究传统艺术，先后收集到旧剧本1300多个，并创作移植了一大

批优秀新编历史剧稷现代戏，大大丰富了剧目创作和演出，初步

建立了潮剧艺术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潮剧几度晋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文

艺献礼和首届中国艺术节，并到沪、杭、赣、闽、穗等地巡回演出，

扩大了剧种的影响，赢得了“南国鲜花”的美誉。同时，还受国家

委派，多次赴泰国、新加坡、香港，并到柬埔寨、法国访问演出，或

出国作商业性演出，使潮音远播，博得了海外潮籍乡亲和异国朋

友的赞赏和欢迎，为祖国取得了荣誉。

与潮剧同样别具特色、饮誉中外的“姐妹艺术”潮州音乐，历

史悠久，传统深厚，具有独特的地方格调，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

的瑰宝，独树一帜的乐苑奇葩。在漫长的岁月中，潮乐与中原唐

宋古乐遗响互相渗透融合，并承袭、融会了正字、昆腔、西秦、外

江诸剧种的音乐，不断演变发展成为一套现在这样曲目丰富、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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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无穷、自成体系的音乐艺术。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凡民间

的婚丧喜庆游神赛会，都配有潮乐演奏活动，无论城镇村落，都

有“闲间”、“乐馆”这种群众性爱好者的音乐组织。随着潮人的足

迹，流行至东南亚和台、港、澳一带地区。

解放后，成立了汕头潮乐改进会、音乐曲艺团、潮州音乐研

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和演奏团体，对潮乐进行一系列的整理研

究和改革创新，编印、出版了名曲乐谱；组团参加全国首届音乐

周、羊城音乐花会、出国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

民乐比赛，赴苏联、匈牙利、泰国和香港访问演出；不少名人演奏

乐曲，被录音广播或灌制成唱片和录音卡带，广泛传播海内外，

受到各地民乐界人士和爱好者的欢迎。国内一些音乐院校和演

出团体，以至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也常有学者、专

家前来会乐和采风。

三、民间文艺别具风采

潮汕民间文艺品种和活动丰富多彩，别具特色，每逢节日

喜庆，热闹非常。除请潮剧、纸影演出，还有大锣鼓、标旗、涂戏和

各种舞蹈化妆游行，以及讲故事、猜灯谜、斗歌、唱潮州歌册等

等，自古及今，世俗相沿。其中最有特色、为外界注目和赞誉的首

推潮州民间舞蹈和大锣鼓。

潮州民间舞蹈，包括游行舞蹈、广场舞蹈、舞台舞蹈和仪式

舞蹈四大类，尤其是有300多年历史的英歌舞，气势雄伟，动作

刚猛，节奏鲜明，变化多姿，很受群众喜爱。1956年普宁南山英

歌队就曾上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民间舞蹈表演。1987年潮阳西岐

英歌队在广东省首届民问艺术欢乐节上献演，引起外界的极大

关注，有“没看英歌舞就等于没逛欢乐节”之说；北京的舞蹈专家

赞誉英歌舞是“中国汉族男子汉典型舞蹈”，其录像资料已载入

《中国舞蹈大集成》，被中央舞蹈学院编为民间舞蹈教材。澄海县

的动物舞蹈，也名闻遐迩，如蜈蚣舞、鳌鱼舞、双咬鹅舞、骆驼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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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都参加省、市欢乐节，深得好评，其中澄海西门的蜈蚣舞，

1936年曾应邀赴港参加英皇加冕盛典献演，受到嘉奖。还有饶

平的布马舞、南澳的车鼓舞、惠来的舞九鳄、潮州的鲤鱼舞、揭阳

的烧龙、揭西的壮鼓等等，真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潮州大锣鼓，是本地特有的以打击乐为主、配以管弦乐合奏

的一种民间音乐，传统曲目有18套，分文武套，常用于喜庆、盛

会、游行等大场面，为群众、集体文娱活动的一种最普遍的形式。

旧时农村几乎每个乡村都有锣鼓班，平原地区有的甚至一乡几

班，每逢大节庆游行，配以标队、涂戏、活景，边行边奏，鼓乐喧

天，气势雄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潮州、汕头的民间音乐团

体在发掘、整理传统的基础上，创作了不少新曲目，并配以现代

乐曲，搬上舞台演奏，先后多次参加过省、市民间艺术汇演和欢

乐节表演，并曾出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引起中外瞩目，获得

很高评价。随着潮人的足迹，潮州大锣鼓也远渡重洋，不仅在东

南亚，远至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有潮州会馆、同乡会的地方，

也已有潮州大锣鼓班出现。

四、文化事业迅速发展

解放前，文化设施极其薄弱，除市区、县城有设备简陋的图

书馆、民众教育馆和影剧院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公办的社会文化

事业。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除一些闲间、乐社外，主要是民间自发

组织的临时性或季节性的自娱形式，少有固定的活动阵地和场

所。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关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除设置必

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外，调动各方面热心办文化的积极因素，依靠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建起一批又一批的文化馆(宫、站、

室)、图书馆(店、室)、博物馆、影剧院、舞厅、乐园等公共文化娱

乐设施，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还是从规模到效益，都大大超过以

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群众文化方面，1950年以后，汕头市及各县先后建立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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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馆、群众艺术馆和工人文化宫，组织、辅导城乡群众开展多种

形式的文化活动。至1987年底，市、县(区)共有文化馆15个，乡

镇文化站214个，文化中心39个，乡村街道文化室1287个，老

年人文化室1063个。近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农民“求

富、求知、求乐、求进”的需要，一种多功能的包括传播科学知识，

提供经济信息，开展文体活动，进行思想教育的“四位一体”的农

村文化室逐步发展，如揭阳的炮台居委、淡浦村，汕头市郊蓬洲

等文化室(宫)，就是这一类型社会文化群体的好典型。

图书阅览方面，近年新建了汕头市和普宁、澄海、揭西、惠来

等县图书馆，至1987年底，全市已有市、县级图书馆10个，总藏

书量70多万册，一般都设有综合阅览室、少儿阅览室、视听活动

室。市图书馆实行全开架借书，已发出借书证35000份，全年接

待读者335407人次。流通量为964712册次。另外，全市有171

个乡镇图书馆和1114个村图书室，藏书量近80万册。已初步形

成三级图书馆网。

文物考古方面，以前没有文博管理机构，盗毁走私文物现象

严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和收藏工作，先后建起

了各县、市博物馆，至1987年底，共有博物馆10座，文物商店

一所。市及部分县均设有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现有馆

藏文物数以万计，其中一级藏品18件(套)，二级藏品165件

(套)，还有大量的古籍善本、图录、方志。经各级政府批准公布的

文物保护单位200多个，其中省级10个。近年，由政府拨款、华

侨捐资、群众集资修建或修复的文保单位和名胜古迹有：潮州开

元寺、韩文公祠、笔架山宋窑、学宫、凤凰塔、北阁佛灯、祭鳄台、

汕头妈屿天后庙、蓬洲龙泉岩、达濠青云岩、潮阳灵山寺、大小北

岩、海门莲花峰、揭阳学宫、进贤门、普宁流沙教堂、揭西三山国

王庙、惠来百花尖、神泉海角甘泉、饶平瑞光台、柘林镇风塔、南

澳雄镇关等。还有一批很有价值的重要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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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剧映演方面，潮汕的戏剧演唱活动，早在明清时期就很普

遍，电影也于民国初期就开始传人，影剧院成为群众文化娱乐的

主要场所。但在解放前，除汕头市有新观、胜利、大光明、大观园

几家影剧院和大同游乐场外，大部分县城还没有一家象样的戏

院、电影院，广大农村更是一片空白，看的是广场戏(踮脚戏)和

露天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陆续新建和扩建了一批

又一批的影剧院(场)，更新设备，逐步配套齐整，至1987年底，

全市县以上电影院和影剧院23家，集镇电影院和影剧院58家，

影剧场104个，城乡普及放映点1655个。全市各县(市)176个

乡镇，都有了影剧院(场)。近年，又出现一批较具现代化设施、趋

向多功能的影剧院，市区的鸵岛、工人影剧院和新观、新华、群

众、大光明电影院，经过新建、改建或修建，全面实现空调化、多

功能化，面貌焕然一新。1987年，全市共放映电影24．8万场

(次)，观众达2．67亿人次，放映收入达1870多万元，发行收入

720多万元。农村平均每人观看电影29．8次。

此外，近年新开设了一些营业性舞厅、音乐茶座和录像放映

点。1987年底，全市营业性舞厅18家，其中市区12家；录像点

277个，其中市区33个。市区综合性的文娱场所有龙湖乐园、工

人文化宫、中山公园和群众艺术馆文化娱乐中心。

五、文艺队伍空前壮大

解放前，从事文化艺术工作者，除一些戏班和乐馆有相对稳

定的组合外，大都处于流散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即成立了潮汕

文联、戏改会和剧团联合办事处等社团机构，团结、联系了社会

上各阶层的文艺工作者，使文艺队伍迅速扩大，纳入有组织、有

领导的轨道。至1987年底，全市性的文艺群体有市文联及其所

属的作协、美协、书协、剧协、音协、影协、舞协和民间文艺研究会

等8个社团，共有会员1300多名。还有市政协的岭海诗社、丝竹

社、翰墨．社，归侨作家联谊会、俗文学会、工人文学社、青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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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青年文协、美协、影协等。各县(市)也先后成立了文联和各种

协会、学会、研究会。全市各专业演出团体，解放后经过多次行政

区域的变动和文艺体制改革，至1987年，有专业潮剧团13个，

话剧团、歌舞圈、音乐曲艺团、杂技魔术团各1个，共有890多

人；业余剧团和其它演出团体200多个，共7000多人。通过这些

组织把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开展各种交流和研究活动，有效地

促进了我市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六、文艺创作成果丰硕

历史上的潮汕，如上所述，出过不少名人名作。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文化大革命”前

17年，本地较有影响的文学名著有李昌松的诗集《萌芽集》；王

杏元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许美勋的传记文学《冯铿传》和

吴南生的《松柏长青》；戏剧名作整理传统剧目的有张华云的《苏

六娘》、谢吟等的《陈三五娘》、《续荔镜记》，新编历史剧有林澜等

的《辞郎洲》，现代潮剧有黄～清、吴伙的《洪厝埔血案》、《江秀

卿》，连裕斌等的《党重给我光明》，余锡渠的《滨海风潮》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作者在各级

出版物发表的各类作品就有2000多篇，结集出版80多部(本)。

文学方面，小说有刘少卿的《霹雳山风云》、王川的《海禁泪》、陈

韩萌的《寻根记》、王杏元(与程贤章合作)的《胭脂河》、林文烈的

《情变》；散文有陈焕展的《韩江拾翠》及他同王扬泽、欧阳芸、侯

雪莺等人的合集《乡恋》；传记文学有林淳钧、许实铭的《姚璇

秋》；诗歌有市政协岭海诗友们的《潮汕好》和《岭海诗词选》共3

册，张华云的《铁峰诗词选》；评论有林澜的《论潮剧艺术》、吴颖

的《红楼梦人物剖析》。民间文学方面，有周镇昌、杨景文的民间

故事《鸳鸯铁冠桃》，黄荣章的《古今楹联拾趣》，陈亿磅、陈放的

《韩江故事林》、《潮州新歌谣集》，马毅友的潮州歌册《铁锤颂》，

蔡泽民的《潮州风情录》。戏剧方面，全市专业剧团共创作出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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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个，业余的创作演出920个。影响较大的有张应松等的《回唐

山》，陈章泰的《李队长筹粮》，黄月金、吴文鸿、王光的《恩怨宋家

妇》，黄毓坚的《大吉利市》，洪寿仁、陈韩星的《蝴蝶兰》，李志浦

的《张春郎削发》，陈英飞、杨秀雁的《袁崇焕》，饶宗枝的《益

春》，陈创义、林升民、卢志坚的《王金龙》，陈光、陈诗源、林光的

《百里桥》。结集出版的有《张华云喜剧集》。美术方面，有20多

件作品获全国性和省级展览奖励，400多件作品被选送到世界

各国展览；集体结集出版的有《潮汕国画选集》、《潮汕木刻选》

(二册)、《汕头画院作品选》；个人结集出版的有谢海若、刘昌潮、

王兰若、陈望、吴芳谷、杜应强、陈政明等共10册。音乐方面，经

潮乐界人士和研究部门整理出版的有《潮州音乐汇编》、《潮剧音

乐》(上、下册)、《潮州乐曲选》(潮乐十大套)、《潮乐曲集》(上、下

册)、《潮阳笛套音乐专辑》，还有《新编潮州方言歌》等。摄影方

面，有1000多幅作品被选参加全国全省影展，其中有部分作品

在意大利、东南亚国家和香港等地展出。

七文化交流日趋活跃

历史上潮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以潮剧戏班到东南亚国家

演出居多，再就是一些画展和音乐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至“文革”前，除了晋京、上省和国内各地演出、展览之外，比

较重要的有：潮州音乐演奏小组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和到苏联、

匈牙利访问演出，潮剧团到柬埔寨和香港访问演出。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对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比较重要的有：戏剧方面，

广东潮剧院分别于1981、1983、1987年三次组团到泰国、新加

坡、香港访问演出，并先后多次进行商业性演出；1987年姚璇秋

等应邀到法国巴黎访问演出；1985、1987年，澄海、潮州潮剧团

分别应邀到香港、澳门访问演出。音乐、曲艺、杂技方面，1983年

汕头潮乐演奏团应邀到香港演奏交流；1985年汕头音乐曲艺团

应邀到泰国访问演出；1987年汕头杂技团应邀到非洲六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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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美术方面，1983年在香港举办“潮汕国画展”；1984年刘昌

潮应邀到泰国举行作品欣赏会和“中国画讲座”；1985年以来，

陈政明先后四次应邀分别到泰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访问

和作品展览；1986年汕头画院陈望、王兰若、杜应强、赵淑钦等

应邀到泰国访问并举办画展；1987年魏照涛应邀到新加坡举办

个人画展等等。

诚然，如同其他事物一样，潮汕文化艺术事业的道路也不是

平坦的，这里面，既有自身的主观原因，也受到某些客观条件的

限制，尤其是像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影响、干扰和

破坏，损失十分严重，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但从整体和大局来说，

我们的事业还是发展前进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

党的正确方针、路线和政策指引下，可以预料，未来的潮汕文化

艺术事业，将有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第一章机构设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汕头市没有专门的文化行政机构，

仅有民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之类社会文教单位，归属教育行政

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

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重视文化设施建设，随着文化事业的发

展，逐步建立健全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织各种文艺群众团体，

设立必要的事业单位，并办起一批文化企业，使潮汕文化工作出

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一节行政机关

汕头市文化局 是市人民政府主管文化艺术方面的行政机

构，主要职责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

艺路线、方针、政策，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完成党和政府

提出的各项文化艺术工作任务，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抓好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

艺术水平；积极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抓好各娱乐场所

和开放单位文化设施的建设、活动和管理；抓好各种门类的文艺

创作，开展内外文化交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主管

直属文化单位的思想、组织建设和有关业务活动。

汕头地区和汕头市文化行政机构，在解放后头几年基本上

是文化与教育合署办公的文教处、局，至1956年后才逐步分离

出来，正式设置文化局。“文化大革命”期间，改为文化战线革委

会、文艺办公室等。至1973年才又恢复了文化局建制。1983年

撤消汕头地区、并入汕头市，实行市领导县的新体制，重新组建

设置汕头市文化局。



汕头市文化局机构沿革和历任领导人如下表：

附一： 汕头地区文化行政机构沿革表

设置对筒 辊袖名雾 负责人 职务 任职时衙 地址

1951年 潮jIff专员公署文教科 黄齄嘉 辩长 1951年～19s2年11月 灌州城内

1952年12月 粤末行政公署文教赴 酆屏 赴长 1952～1954年7月 海州、汕头

丘蜂 删齄长 1952～1955年 润州、汕头

柱精 射齄长 1§52～195t年 精卅、抽头

周大洲 删处长 1955～l 956年 期州、jIIJ头

1956年 汕头专员公署文教办公室 李国瑶 主任 19S6～1957年 {l|『头市

陈秉天 副主在 1956～1967年 汕头市

1957年9见 拙头专是公善支诧局 王液 副局长 lgs，年9胃～1968年‘胃 螽lI圭市外马鹰z胁号

1958年4月 汕头专员公署主教赴 邢上善 处长 1958 4～1959年8月 汕头市外马路204号

1959年8月 汕头专员公署文教卫生部 邢上善 副部长 1959，8～1960年5月 汕头市外马路204号

1960年5月 汕头专员公署文化科 黄一清 科长 1960．5～1961年 jIIl头市外马路204号

麦飞 礴辩长 】960．S～1961年 弛又声井马路204号

1 961年 汕头专员公署文化局 黄一请 局长 1961～1962拉 汕头市外马路73号

郭川 局长 1963～1968拉 汕头市外马路73号

麦飞 剐局长 1961^．1968庄 汕头市外马路73号

曹琨敏 瑶局长 1962～19铽年 弛夹市辩马锌73号

1 968年 汕头地区宣丈胜线革委会 赵 主任 1968正～ 汕头市外马路73号

孙俊 副主任 1968妊～ 汕头市外马路73号

张伯棠 副主任 1968芷～ 汕头市外马路73号

1968年 汕头{毫区苹蚕会政工组支艺组 强炳南 组妊 19能～1970年 {ill头市蓊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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