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县文教局文化志编辑部编

弩
昂



沧县文教局文化志编辑部编



沧县文化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刘镇瀛(1 985．1 2一l 99I．3)．

贾忠沛(1991．3—1 993．1 o)．

刘宝善(I 993．1 o一 )．

剐组长：贾忠沛(1 985．1 2—1 991．2)．

一， 一j张志来(1 989．1 2一l 991．3)．

刘宝善(1 991．3—1 993．9)．

办公室：刘宝善、王振声、吴克华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于泽海、

孙世霞、

宋天刚、

滕月如

顾 问：

摄影：

审 定：

沧县文化志编辑室：(按姓氏笔划)

王振声

赵崇达

王振声、孙润、刘金凯、郭万祥、杨凤岭、赵崇达

参加初稿调查编写的还有：

马汝军、王印堂、刘凤喜、刘胜义、卢竟芳、冉兆红、

阎宝清，阎松江、吕秀才、吕俊英、张金波、杜建杰、

胡志诚、桂茂松、黄振恒、赵华军、高树岭、谢傻艳、

孙玉山、4张永德、祁建峰、杨继武、赵福鹏

杨凤岭、吴克华、吴士勋

马学录



沧县文化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刘镇瀛(1 985．1 2一l 99I．3)．

贾忠沛(1991．3—1 993．1 o)．

刘宝善(I 993．1 o一 )．

剐组长：贾忠沛(1 985．1 2—1 991．2)．

一， 一j张志来(1 989．1 2一l 991．3)．

刘宝善(1 991．3—1 993．9)．

办公室：刘宝善、王振声、吴克华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于泽海、

孙世霞、

宋天刚、

滕月如

顾 问：

摄影：

审 定：

沧县文化志编辑室：(按姓氏笔划)

王振声

赵崇达

王振声、孙润、刘金凯、郭万祥、杨凤岭、赵崇达

参加初稿调查编写的还有：

马汝军、王印堂、刘凤喜、刘胜义、卢竟芳、冉兆红、

阎宝清，阎松江、吕秀才、吕俊英、张金波、杜建杰、

胡志诚、桂茂松、黄振恒、赵华军、高树岭、谢傻艳、

孙玉山、4张永德、祁建峰、杨继武、赵福鹏

杨凤岭、吴克华、吴士勋

马学录



沧县文化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刘镇瀛(1 985．1 2一l 99I．3)．

贾忠沛(1991．3—1 993．1 o)．

刘宝善(I 993．1 o一 )．

剐组长：贾忠沛(1 985．1 2—1 991．2)．

一， 一j张志来(1 989．1 2一l 991．3)．

刘宝善(1 991．3—1 993．9)．

办公室：刘宝善、王振声、吴克华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于泽海、

孙世霞、

宋天刚、

滕月如

顾 问：

摄影：

审 定：

沧县文化志编辑室：(按姓氏笔划)

王振声

赵崇达

王振声、孙润、刘金凯、郭万祥、杨凤岭、赵崇达

参加初稿调查编写的还有：

马汝军、王印堂、刘凤喜、刘胜义、卢竟芳、冉兆红、

阎宝清，阎松江、吕秀才、吕俊英、张金波、杜建杰、

胡志诚、桂茂松、黄振恒、赵华军、高树岭、谢傻艳、

孙玉山、4张永德、祁建峰、杨继武、赵福鹏

杨凤岭、吴克华、吴士勋

马学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文化志，三

宝库，做了

神文明，鼓舞人们斗志，发挥聪慧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沧县文化志》共十三卷。依次表述了文化组织机构，文化馆站，戏曲事业，曲艺杂

技，．i-A．著作，电影管理、图书事业、文物胜迹、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沧县方言，文化文

献，人物综述，兼有大事年表。在编纂时，力求对沧县文化事业的历史、现状进行全面的，

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略古详今，明了演变，记其兴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基本上

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但是，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由于建国前史料

的短缺，加之十年。文革”严重’毁‰本志中出现事物的差错和遗漏，还是难免的。
在编写《沦县文化志》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县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我们得到了北

京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天津民俗博物馆、沧罢档案馆以及地、市、县文化界老同志的支

持和帮助，为此表示真挚的谢意。在本志出版之际，特向为煽纂，印刷付出了心血的领导和

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

沧县人民一定能借鉴历史，开拓前进。必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化，为后人留下更加

辉煌的篇章。
。

沧县文教局局长

刘镇瀛

一九八九，卞二

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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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文化志编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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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春，在政府的领导与沧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倡导下，沧县文教局进行了《沦县文化志》

专志的鳊纂工作。先抽调一名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负责，由于工作进展不大，于1987年春文教

局召开了文化、教育专志专门局务会。决定重新组织人员着力编写，3月12日正式成立沧县文化

志编纂领导小组，由刘镇瀛局长任组长，我兼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刘宝善、吴克华、王振

声负责。调王振声、贺治起、赵崇达、郭万祥、杨凤领、刘金凯任编辑，王振声为主编，组成沧县

文化志编纂组。会议着重研究了编辑分工和编写的章目及经费问题，初定编辑每星期一碰头，

， 由王振声重点写文化馆站；赵崇述分工戏曲；郭万祥编写文物部份；贺治起负责搜集民间文学，

扬凤领负责曲艺杂技、方言语音部分。刘金凯分工管图书事业部分。半个月后，各摊拟出了

。，‰ 编写条目，后由王振声总结写出沧县文化志框架条目。4月10日召开各乡镇文化站、文化馆、电

影公司、新华书店部门会议，传逸了编纂文化志的意义，并下发了文化志框架条目油印稿，工

作初步开展起来。两个月后，各乡镇文化站按框架条目相继写出了有关内容，但是我们发现

由于编辑人员分散，工作进度甚微，便马上设编辑室，采取集中精力打攻坚战的方法统一办

公，按框架条目每卷内的章节重新分工，按卷完成，统一组稿，并抽掉部分乡文化站人员及

电影公司孙润协助工作，工作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至年底写出了初稿。1988年初，重点进

行了资料按卷，章，节，目四层的分类排队，并依照。略古详今’的贯例，横排纵写，力求

今古贯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宁缺勿讹，秉笔直书，同时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

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精神厦有关文件，对初稿进行了修改，使稿件的政治质量，

资料质量，文字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对个别卷章的内容进行了增删，查漏补缺。1988

年初夏，郭万祥，贺治起调走，秋，杨风领因其它工作调出，煽辑组又增添了阎松江，宋天

’刚，人员变动比较频繁。本年度投入编辑的人员平常维持二人，忙时有七人，到年底二稿修

改工作告终，并由杨风领拍照了．《沧县文化志》有关照片(方言部分的部分稿件邀请沧县师

‘： ‘范卢竞芳编写)。1989年的工作，主要是在修定二稿的同时进行了三稿的油印工作，同时把

油印稿分发当事人、知情人及有关单位复查核对，进行初步审议，复核。

1989年底，局里召开专门会议，由我参加，集中编写人员，聘请5名顾问及文化系统的老

}’ 同志对油印稿件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审阅最后由马学录同志审定，编辑室又进行了个别资料的

核实。这样《沧县文化志》才正式脱稿。

志书的编纂历时三年，四易其稿。几年来，共搜集乡文化站送交稿30份，升100余万

字，编辑室调查资料300余万字，翻阂卷宗千余卷次，通信600余封，上城下乡计3万余华

里。得到了省、地、市、县档案馆、图书馆，党史办和文化界老同志及有关机关，单位，

知情人、当事人的热情支持及鼎力相助，才使这一志书的专门工程得以基本完成。

一纵览全篇，我们着重写了沧县文化事业的沿革、发展．并对沧县广泛流行的民问艺术，如

瀹州吹歌、沧州落子，沧州木板大鼓等进行了重点着笔。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鏊于



水平有限、学识浅陋、错误缺点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修志同行们及文化界朋友，广

大读者枇评教正。

付印前谨志始末，以资稽考。
t，‘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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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忠沛 谨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

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起溯其所载事物的发端，下迄1985年，有少数资料收至发稿前。

三，本志立组织机构、文化馆站，戏曲事业，曲艺杂技，县人著作，电影管理、图书事

业、文物胜迹，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沧县方言，文化文献，人物综述计13卷，凡47章101节，

设有大事记，有记，志，传、图、表、录六种体裁，以志为主。编纂时，少数卷章以时为

序，多数卷章。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四、本志采用卷，章，节、目四层，部分目下再分～至二级。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要求行文朴实，简洁，流畅，据事直书，以事记实，叙

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六、本志记事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根据史料，宁缺勿讹，力求内容详

备，有的卷章则多文化专业艺术记实，目的使主要史料得以保存，富有地方性，时代性及专

业特色。

七、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籍，旧志，历史文物，专业部门，知情

人、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旧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月、日时间以

汉字书写，为阴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解放后”专指1947

年6月15日沧市解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一段时间。人物称谓直书姓名。地名多书

今名，历史地名加注今名。建国后行政区划，1958年一1984年8月间以公社，大队称，其前

后均以乡，村建置称，以前有区时以区称。

九、数目字除引文、序词，历史年号外，均以阿拉伯字注入。

十，鉴于专志内容须详备不阙，本志保留了很多同一事物交叉互见的文字，我们采取

。此详彼略。的手法，非简单的内容重复。
，‘

f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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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化行政机

第一节建国前文化

行政机构

清朝以前未设文化工作专门机构：

民国2年(1913年)，清末及民初的劝

学所改建为教育科，民国4年2月改为教育

局，并相继设立附属机构一一通俗讲演所，

图书馆，民众阅报所，民众娱乐促进会，至

民国18年，教育局内设社会教育专员兼管文

化工作，直至民国26年。

民国26年(1937年)IO月，日本侵略军攻

占沧城，国民党政府逃亡，日伪政权设教育科

管辖文化，对民众进行。中日亲善”。共存

共荣”等奴化宣传教育。

民国35年(1946年)，国民党教育科复

立，和国民党县党部巡教团密切联络，实施

反动教育事宜，至1947年6月15日沧城解放。

建国前历任文化行政机构职官一览表(表I--I)
·：4

机构名 称 职 务 姓 名 任 职 时 间

教 育 科 科 长 张 悖 民国2年任

劝 学 所 所 长

●

教 育 局 局 长 刘月 楼 民国8年任

局 长 李志侗

‘局 ‘长 贺继盂

局 长 马毅夫 民国18年任

局 长， 苑昌勋 民国19年任

局 长 孙荫庭 七·七事变前任

教 育 科 科 长 杨泽 民 日伪时期任

科 长 贾子清 民国34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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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主政府的文化行政机构 村(后又迁至市区马厂街)。这时沧县民主

1938年，在冀中八分区和冀鲁边区领导 政府主要管辖现在沧县南运河以东地带。随

下，在现在的沧县地域内分别建立抗日民主 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文化，教育、政法几经

‘县政府．1938年7月，在盐山县十四户沧县 分合。从1939年至1949年在现在沧县南运河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址迁往王窑厂，10 以西地区相继建建国县和青沧交县，县内均

月县政府设文教科，后来文教科随县址迁 设文教机关管辖文化工作。开展对敌宣传和

南皮路灌村，再移焦山寺村，又徙沧县王官 对群众的扫盲、教歌(主要是抗战、土改歌

屯村。1947年沧城解放又迁到沧县风化店 曲)和组织乡村剧团宣传抗日救国活动等。

沧县抗日民主政府文教职官一览表(表]--2)

机关名称 职 务 姓 名 任 职 时 间

文 教 科 科 长 张石生 1938．9—1939．5

科 长 红火(王品青) 1939．5—1940．8

教 育 科 科 长 于正 飞 1940．8一

科 长 张石生

科 长 红 火 1942．1

文教，民政

政法合并 刘舫舟 1942年下半年一1945．3

文 教 科

教 育 科 科 长 李新吾 1945—1947

文 教 科 1948

——

●

l



薯冒县文教科职官一览裹(裘1—5)

机关名称 职 务 姓。名 任．职 时‘同

文 教 科 科 长 岳 韬 1941．6免

文 教 科 科 长‘ 黄同占 1941．6一1942初

文 教 科 科’长 邵自睿 ．，1942初一7月

文 教 科 科 长 张国光 1945．6任

文 教 科 科 长 邵清华 1947—1947．6

文 教 科 科 长 孙炳扬 1947．7—1948 ．．

文 教 科 科 长 马玉荣 1948--1949

文 教 科 副科长 张 震 1948一1949

文 教 科 副科长 于庚习 1949—1952

文 教 科 科 长 安泽红‘。 1953—1954

青沧交县教育科职官一览哀(裘1—4)★

机关名称 职 务 姓 名 任 职 时 间

教 育 科 科 长 杨墨云 1945．3—1945．8

教 育 科 科 长 张x× 1945．9—1946．2

教 育 科 科 长 郭 进 1946．10一1947．4

教 育 科 科 长
’

张 浩 1947．9—1947．1l

教 育 科 副科长 程橱荣 1947．9—1947．11

教 育 科 科 长 张 浩 1948．6—1948．7

教 育 科 科 长 李 耀 1948．7—19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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