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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志是各历史时期文化艺术兴衰变化的史实记载，是人类推动

历史前进实践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智慧的总和，它随着社

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文化，既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影响和作用

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前进和生

产的发展一样，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不可能截然以时期划分。

今天的文化是无产阶级文化，而无产阶级文化则是以批判地继承

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和总结社会实践经验而创造发展起来的。这部

文化志则忠实地再现这个创造和发展的过程，起到录迹前人，启迪来

者，为后代寻觅史迹留下历史文化的痕迹。
i

为使前人的文化艺术业绩不致泯灭，让文化艺术历史承继不绝。

在乐至县县志编辑部的关注，指导下，我们借助外地修志经验，结合

本县地方特点，着手修撰了这部《乐至县文化志》。这部志书，尽管

我们力图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竭力突出地方特

色。然而，文化工作涉及面广，民国时期的资料又多不见载于史

册，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加之时间仓

促，编撰水平有限，纵有文化艺术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仍然问题

不少，深表遗憾。幸好此书作为内部资料付印，殷盼读者赐教。

张先杰

一九八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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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搜集19 1 1年至1 985年间乐至县文化艺术史实。因涉及史

连续性，故个别节目在上限时间略有突破。

二、本志共分九章： (一)乐至县文化机构沿革； (二)群众文

(三)表演艺术； (四)电影发行放映； (五)图书； (六)经

理； (七)文物古迹； (八)人物； (九)艺文选录。志书有纵

，纵按历史年代顺序，横按系统各单位历史发展史实，力求结构

三、本志在文体、文风上力求一致，以语体文记叙体为主。对历
’

史人物不加褒贬之词，一律直韦姓名。

四、本志涉及有关事件需要详细说明的，则采用专题附录，需要

用数字说明的则采用表式。
’

五、凡在大事记中叙述过的大事，则不另在正文中详细叙述，免

致重复。

六、本志囊括内容以现在文教局所辖的文化艺术、文物业务范围

为主，本着“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进行修撰。引文出处，凡清道

光、光绪《乐至县志》、民国18年《乐至县志又续志》，皆以“清道

光"、 “清光绪”、 。民志”志字样注明。

七．本志的书写要求、名称运用、时问表述、数字书写、计量单

位、货币的用法、引文注释、图表等完全按照乐至县县志编修委员会

(1 9 8 7)第1号通知要求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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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1)

第一章 机构沿革

第一节 民国时期文化行政机构⋯⋯⋯⋯⋯⋯⋯⋯⋯⋯⋯⋯⋯⋯⋯⋯⋯

附s清末民国时期乐至县文化教育行政职官一览表⋯⋯．．．⋯⋯⋯

第二节 共和国成立后文化行政机构⋯⋯⋯⋯⋯⋯⋯⋯⋯⋯⋯·⋯⋯⋯一

第三节 文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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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教局文化股所辖机构⋯⋯⋯⋯⋯⋯⋯⋯⋯⋯⋯⋯⋯⋯⋯⋯⋯

附：文教局所辖文化系统示意图⋯⋯⋯⋯⋯⋯⋯⋯⋯⋯⋯⋯⋯⋯

附；民国时期文化机构负责人一览表⋯⋯⋯⋯⋯⋯⋯⋯⋯⋯⋯⋯

附：共和国成立后文化机构负责人一览表⋯⋯⋯⋯⋯⋯⋯⋯⋯⋯

第五节 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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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群众文化

第一节 通俗教育馆⋯⋯⋯⋯⋯⋯⋯⋯⋯⋯⋯⋯⋯⋯⋯⋯⋯⋯⋯⋯⋯⋯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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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及业务⋯⋯⋯⋯⋯⋯⋯⋯⋯⋯⋯⋯⋯⋯⋯⋯⋯⋯⋯⋯⋯

附：乐至县人民文化馆业务一览表⋯⋯⋯⋯⋯⋯⋯⋯⋯⋯⋯⋯⋯

附：乐至县文化馆业务一览表⋯⋯⋯⋯⋯⋯⋯⋯⋯⋯⋯⋯⋯⋯⋯

三民间文艺的搜集及整理⋯⋯⋯⋯⋯⋯⋯⋯⋯⋯⋯⋯⋯⋯⋯⋯

1、培训骨干⋯⋯⋯⋯⋯⋯⋯⋯⋯⋯⋯⋯⋯⋯⋯⋯⋯⋯⋯⋯

2，{式点⋯⋯⋯⋯⋯⋯⋯⋯⋯⋯⋯⋯⋯⋯⋯⋯⋯⋯⋯⋯⋯⋯

3，全面开展工作⋯⋯⋯⋯⋯⋯⋯⋯⋯⋯⋯⋯⋯⋯⋯⋯⋯⋯

4，民间音乐、舞蹈、器乐的搜集整理⋯⋯⋯⋯⋯⋯⋯⋯⋯

四文化站⋯⋯⋯⋯⋯⋯⋯⋯⋯⋯⋯⋯⋯⋯⋯⋯⋯⋯⋯⋯⋯⋯⋯

l、性质与任务⋯⋯⋯⋯⋯⋯⋯⋯⋯⋯⋯⋯⋯⋯⋯⋯⋯⋯⋯

2、组织机构⋯⋯⋯⋯⋯⋯⋯⋯⋯⋯⋯⋯⋯⋯⋯⋯⋯⋯⋯⋯

·⋯3、业务⋯⋯⋯⋯⋯⋯-．⋯⋯⋯⋯⋯⋯⋯．．⋯⋯⋯⋯⋯⋯⋯⋯·

·一4、‘专职干部⋯⋯⋯⋯⋯⋯⋯⋯⋯⋯⋯⋯⋯⋯⋯⋯⋯⋯⋯⋯

五·文艺、美术、一书法、摄影培训⋯⋯⋯⋯⋯⋯⋯⋯⋯⋯⋯⋯⋯

六创作园地——“乐至文艺刀⋯⋯⋯⋯⋯⋯⋯⋯⋯⋯．．．⋯⋯⋯

七音乐，舞蹈⋯⋯⋯⋯⋯⋯⋯⋯⋯⋯⋯⋯⋯⋯⋯⋯⋯⋯⋯⋯、．．．

八农民画⋯⋯⋯⋯⋯⋯⋯⋯⋯⋯⋯⋯⋯⋯⋯⋯⋯⋯⋯⋯⋯⋯⋯-

九馆办活动⋯⋯⋯⋯⋯⋯⋯⋯⋯⋯⋯⋯⋯⋯⋯⋯⋯⋯⋯⋯⋯⋯

第四节 其它群众文化活动组织⋯⋯⋯⋯⋯⋯⋯⋯⋯⋯⋯⋯⋯⋯⋯⋯⋯

一秧歌队⋯⋯⋯⋯⋯⋯⋯⋯⋯⋯⋯⋯⋯⋯⋯⋯⋯⋯⋯⋯⋯⋯⋯

二业余文艺宣传队⋯⋯⋯⋯⋯⋯⋯⋯⋯⋯⋯⋯⋯⋯⋯⋯⋯⋯⋯

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四业余文学社⋯⋯⋯⋯⋯··：⋯⋯⋯⋯⋯⋯⋯⋯⋯⋯⋯⋯⋯⋯⋯

1、风雨联吟社⋯⋯⋯⋯⋯⋯⋯⋯⋯⋯⋯⋯⋯⋯⋯⋯⋯⋯⋯

2、天池吟社⋯⋯⋯⋯⋯⋯⋯⋯⋯⋯⋯⋯⋯⋯⋯⋯⋯⋯⋯⋯

3、文学社⋯⋯⋯⋯⋯⋯⋯⋯⋯⋯⋯⋯⋯⋯⋯⋯⋯⋯⋯⋯⋯

第五节 民间文化艺术活动⋯⋯⋯⋯⋯⋯⋯⋯⋯⋯⋯⋯⋯⋯⋯⋯⋯⋯⋯

一跳坛神⋯⋯⋯⋯⋯⋯⋯⋯⋯⋯⋯⋯⋯⋯⋯⋯⋯⋯⋯⋯⋯⋯⋯

二坐堂歌⋯⋯⋯⋯⋯⋯⋯⋯⋯⋯⋯⋯⋯⋯⋯⋯⋯⋯⋯⋯⋯⋯⋯

三 唱山歌⋯⋯⋯⋯⋯⋯⋯⋯⋯⋯⋯⋯⋯⋯⋯⋯⋯⋯⋯⋯⋯⋯⋯

四 剪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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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坎坎班⋯⋯⋯⋯⋯⋯⋯⋯⋯⋯⋯⋯⋯⋯⋯⋯⋯⋯⋯⋯_

2，玩友会⋯⋯⋯⋯⋯⋯⋯⋯⋯⋯⋯⋯⋯⋯⋯⋯⋯“⋯⋯⋯·

3， “火把”剧团⋯⋯⋯⋯⋯⋯⋯⋯⋯⋯⋯⋯⋯⋯⋯⋯⋯⋯

附s共和国成立初乐至县业余剧团一览表⋯⋯⋯⋯⋯⋯⋯⋯

第二节 歌话剧⋯⋯⋯⋯⋯⋯⋯⋯⋯⋯⋯⋯⋯⋯⋯⋯⋯⋯⋯⋯⋯⋯⋯⋯

一抗日救亡歌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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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乐至竹琴会⋯⋯⋯⋯⋯⋯⋯⋯⋯⋯⋯”⋯⋯⋯⋯⋯⋯⋯⋯⋯·(37)

四莲花落⋯⋯⋯⋯⋯⋯⋯⋯⋯⋯⋯⋯⋯⋯⋯⋯⋯⋯⋯⋯⋯⋯⋯(37)

五荷叶⋯⋯⋯⋯⋯⋯⋯⋯⋯⋯⋯⋯⋯⋯⋯．．．⋯⋯⋯⋯⋯⋯⋯⋯(37)

六金钱板⋯⋯⋯⋯⋯⋯⋯⋯⋯⋯⋯⋯⋯⋯⋯．，．一⋯⋯⋯⋯⋯⋯(37)

七其它⋯⋯⋯⋯⋯⋯⋯⋯⋯⋯一一⋯⋯⋯⋯⋯⋯⋯⋯⋯⋯⋯⋯(38)

第四节 木偶⋯⋯⋯⋯⋯⋯⋯⋯⋯⋯⋯⋯⋯⋯⋯⋯⋯⋯⋯⋯⋯⋯⋯⋯⋯(38)

一王治侯木偶班m．，．⋯⋯⋯⋯⋯⋯⋯⋯⋯⋯⋯⋯⋯⋯⋯⋯⋯⋯(38)

二兴隆乡木偶班⋯⋯⋯⋯一⋯一⋯⋯⋯⋯⋯⋯⋯⋯⋯⋯⋯⋯⋯(38)

第五节 杂技⋯⋯⋯⋯一⋯⋯⋯⋯⋯⋯⋯⋯⋯⋯⋯⋯⋯⋯⋯⋯⋯⋯⋯⋯(38)

第六节 演出场地⋯⋯⋯⋯⋯⋯⋯⋯⋯⋯⋯⋯⋯⋯⋯⋯⋯⋯⋯⋯⋯⋯⋯(38)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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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发行放映

民国时期乐至的电影⋯⋯⋯⋯⋯⋯⋯⋯⋯⋯⋯⋯⋯⋯⋯⋯⋯⋯(40)

共和国成立后乐至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40)

一乐至县电影队⋯⋯⋯⋯⋯⋯⋯⋯⋯⋯⋯⋯⋯⋯⋯⋯⋯⋯⋯⋯(40)

二电影管埋站⋯⋯⋯⋯⋯⋯⋯⋯⋯⋯⋯⋯⋯⋯⋯⋯⋯⋯⋯⋯⋯(41)

三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41)

四农村集镇电影队的建立⋯⋯⋯⋯⋯⋯⋯⋯⋯⋯⋯⋯⋯⋯⋯⋯(41)

附s乐至县电影发行放映历年完成任务情况表⋯⋯⋯⋯⋯⋯⋯⋯(42)

附：农村集镇售票放映点情况表⋯⋯⋯⋯⋯⋯⋯⋯⋯．．．．⋯⋯⋯⋯⋯(43)

乐至县电影院⋯⋯⋯⋯⋯⋯⋯⋯⋯⋯⋯⋯⋯⋯⋯⋯⋯⋯⋯⋯⋯(44)

一+成立⋯⋯⋯⋯⋯⋯⋯⋯⋯⋯⋯⋯⋯⋯⋯⋯⋯⋯⋯⋯⋯⋯⋯⋯(44)

二建设⋯⋯⋯⋯⋯⋯⋯⋯⋯⋯⋯⋯⋯⋯⋯⋯⋯⋯⋯⋯⋯⋯⋯⋯(44)

三分组⋯⋯⋯⋯⋯⋯⋯⋯⋯⋯⋯⋯⋯⋯⋯⋯⋯⋯⋯⋯⋯⋯⋯⋯(44)

四效益⋯⋯⋯⋯”⋯⋯⋯⋯⋯⋯⋯⋯⋯⋯⋯⋯⋯⋯⋯⋯⋯⋯⋯·(44)

农村电影放映队⋯⋯⋯⋯⋯⋯⋯⋯⋯⋯⋯⋯⋯⋯⋯⋯⋯⋯⋯⋯(45)

一对农村电影放映员的培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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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放映宣传员．幻灯制作训练班⋯⋯⋯⋯⋯⋯⋯⋯⋯⋯⋯(45)

附，电影公司培训幻灯、宣传员情况表⋯⋯⋯⋯⋯⋯⋯⋯⋯⋯⋯(45)

第五章‘图⋯书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乐至图书概况⋯⋯⋯⋯⋯⋯⋯⋯⋯⋯⋯⋯⋯⋯⋯(46)

一松茂斋，松茂山房⋯⋯⋯⋯⋯⋯⋯⋯⋯⋯⋯⋯⋯⋯⋯⋯⋯⋯(46)

二鼎牢纸社⋯⋯⋯⋯⋯⋯⋯⋯⋯⋯⋯⋯⋯⋯⋯⋯⋯⋯⋯⋯⋯⋯(47)

三复真书局⋯⋯⋯⋯⋯⋯⋯⋯⋯⋯⋯⋯⋯⋯⋯⋯⋯⋯⋯⋯⋯⋯(47)

四 中山书局⋯⋯⋯⋯⋯⋯⋯⋯⋯⋯⋯⋯⋯⋯⋯⋯⋯⋯⋯⋯⋯⋯(47)

五翰文书社⋯⋯⋯⋯⋯⋯⋯⋯⋯⋯⋯⋯⋯⋯⋯⋯⋯⋯⋯⋯⋯⋯(47)

六汇文书局⋯⋯⋯⋯⋯⋯⋯⋯⋯⋯⋯⋯⋯⋯⋯⋯⋯⋯⋯⋯⋯⋯(47)

七介新书局⋯⋯⋯⋯⋯⋯⋯⋯⋯⋯⋯⋯⋯⋯⋯⋯⋯⋯⋯⋯⋯⋯(48)

八广文书局⋯⋯⋯⋯⋯⋯⋯⋯⋯⋯⋯⋯⋯⋯⋯⋯⋯⋯⋯⋯⋯⋯(48)

九中国文化服务社⋯⋯⋯⋯．．．⋯⋯⋯⋯⋯⋯⋯⋯⋯⋯⋯⋯⋯⋯(48)

第二节 共和国成立后的图书事业⋯⋯⋯⋯⋯⋯⋯⋯⋯⋯⋯⋯⋯⋯⋯⋯(48)

一新乐书店⋯⋯⋯⋯⋯⋯⋯⋯⋯⋯⋯⋯⋯⋯⋯⋯⋯⋯⋯⋯⋯⋯(48)
f 二新华书店代销处⋯⋯⋯⋯⋯⋯⋯⋯⋯⋯⋯⋯⋯⋯⋯⋯⋯⋯⋯(49)

三人民书店⋯⋯⋯⋯⋯⋯⋯⋯⋯⋯⋯⋯⋯⋯⋯⋯⋯⋯·：⋯⋯⋯·(49)

四新华书店乐至支店⋯⋯⋯⋯⋯⋯⋯⋯⋯⋯⋯⋯o⋯⋯⋯⋯⋯(49)

附；1952年至1985年职工人数增减情况表⋯⋯⋯⋯⋯⋯⋯⋯⋯⋯(49)

第三节 发行⋯⋯⋯⋯⋯⋯⋯⋯⋯⋯⋯⋯⋯⋯⋯⋯⋯⋯⋯⋯⋯⋯⋯⋯⋯(50)

一发行方式⋯⋯⋯⋯⋯⋯⋯⋯⋯⋯⋯⋯⋯⋯⋯·：⋯⋯·‘⋯⋯⋯⋯(50)

附：乐至县1951年至1985年图书零售批发情况表⋯⋯⋯⋯⋯⋯⋯(
^

二下伸发行网点⋯⋯⋯⋯⋯⋯⋯⋯⋯⋯⋯⋯⋯⋯⋯⋯⋯⋯⋯⋯(

三开架售书⋯⋯⋯⋯⋯⋯⋯⋯⋯⋯⋯⋯⋯⋯⋯⋯⋯⋯⋯⋯⋯⋯(

附：1985年农村发行员名册⋯⋯⋯⋯⋯⋯⋯⋯⋯⋯⋯⋯⋯⋯⋯⋯(

四教科书的发行⋯⋯⋯⋯⋯⋯⋯⋯⋯⋯⋯⋯⋯⋯⋯⋯⋯⋯⋯⋯(55)

附。乐至县新华书店1950年至1985年课本发行情况统计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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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乐至县地处成渝要道，文化历史悠久。

在清代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发展。

．，‘
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7县文幸匕艺术事业

：

民国14年(1925年)，乐至县在前清文化教育机构的基础上，成立教育局，设置讲演

员。县内民众教育从此萌芽。

民国16年(1927年)10月18日，乐至县驻军团长曹钟靖倡导并与本县机关、士绅，社团

捐款成立乐至县通俗教育馆。从此，乐至县有了专门的民众教育机构。通俗教育馆的活动经

费由市政公所拨发。

民国24年(1935年)，乐至县通俗教育馆更名为乐至县民众教育馆。馆内开设总务、出

版、教育，讲演，健康，阅览，陈列、生计、游艺9个部，开展全县的民歌搜集整理、书画

展览，举办家庭教育班，辅导各乡镇的民众教育等活动。

民国27年(1938年)，国民政府下达抗战动员令。乐至县国民政府指示乐至中学师生员

工成立抗日救亡歌咏队。县府令民众教育馆每星期三、六两日举办壁报及连环漫画宣传抗

战。全县群众纷纷响应，先后成立6个抗日宣传队，深入区乡进行抗日宣传，乐至文化对抗

日战争是作出了贡献的。但国民政府川北盐务管理局令全川各盐场查禁《伤心歌》等，无疑

又是对自由和进步宣传的压制。由于这段时期政治腐败，人民生计亦在旦不保夕，文化艺术

事业的发展异常缓慢。

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制度的优越促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必然带

来生产的发展和群众对文化生活需求的急速增长。

1950年至1953年，乐至县人民政府兴办了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川剧团、歌话剧

团，乐至文化艺术迈开了新的步伐。

1954年至1956年，乐至从"翻身文艺’’发展到反映现代新生活，新人物，新风尚的群众

性创作业余(专业)文化活动。

1957年至1965年，乐至县的文化艺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反右斗争"、“大跃

进"给县内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中央关于纠正“左"的指示下达贯彻后，乐至

文化艺术开始转入了持续发展的正常轨道。

1966年至1976年，乐至县的文化艺术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焚烧馆藏图书、资料、

舞台服装道具、砸烂藏品、捣毁文物，一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帮”

等而横遭迫害，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1977年至1985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至的文化艺术得

到复苏。文化艺术界被打成“牛鬼蛇神力的干部平反昭雪了冤、假、错案。职工归队复位。

在“双百力方针、“两为"方向指引下，文化艺术事业得以大力发展。2
1 1’王区办起了文化

中心，乡乡办起了文化站，新修了县电影院，普及了乡村电影放映队(全．·共建放映队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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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剧目，～批新的创作剧目问世，新华书店由过去发行经营的一千多个

文化馆除辅导区，乡文化(中心)站的业务工作外，还举办文艺、美

训，县内办起21个文学社，每年有40余件作品在省、市级报刊、杂志

协会作家、艺术家11人，陈毅故居的培修和开放，是乐至文化缅怀老

功伟绩的体现。国家、省的领导人田纪云、魏传统、谭启龙等同志亲

法国、日本、坦桑尼亚等国外宾前来参观。

正以一幅美丽的发展图画展示在81万人民面前。由于历史的客观原

曾走过一段弯路，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定会留作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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