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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台 毒
刖。 青

、《贵州省，志·文化志》资粹丛书开始与

大家见面了。继第一辑出书之后，我们将陆

续汇集编印，为下一步的总纂打下坚实的基
础。

贵州解放以来，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

展，各类文化活动也空前活跃。由此而上溯红

军长征时期在贵州进行的革命文化活动和事

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大量进步的

文化活动和事迹；再由此上溯至清末民初，贵

州曾出现过不少卓越的文化人士及他们卓著

业绩；这一切，在贵州近现代历史上有着重要

的意义，并由此而形成了贵州近现代文化史

的主流。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认真汇集，

细心记述，不遗不漏地搜集整理，为将要修

纂的第一部贵州省志文化专志作好；隹备。

近几年来，不少地(州)、市、县在文

化史志编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搜集整理了

大量资料，有的己经编印成书。在此， 我甜1



热忱希望各地编写文化史志的同志， 曾经在

我省文化系统工作过的同志，以及了解熟悉

贵州文化活动及文化历史情况的同志向我们

提供资料和稿件，共同为编纂《贵州塔志·
文化志》尽心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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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黔文办字第29号

贵州省文化厅(通知)

转发省文化志编辑部

搜集资料的通知

省属各文化单位、餐地州市文依局、-群艺馆

现将《贵州省文化志》编辑部关于搜集有关资料的通知

转发你们，请予参照并根据本部门情况，按通知要求完成有

关资料的搜集上报。
’

。?

《贵州省文化志》是我厅承担的全省第一部文化专志，

该志的撰写对我省今后的文化工作、历史研究及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建国以来及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成就、变化、

弪验、教训及有影响的重太事件，一定耍写好、写深、写

透。对需要提及的人物(人物传以外)采取以事带人的方

法，让事实说话，客观评价人物功过。希望各单位本着对历

史负责的态度，认真组织力量，安排落实具体工作，并根据

工作进展情况随时上报材料，尽量避免遗漏，以免贻误和影

嫡全局工作的进展。

·资料工作的具体要求请按《通知》(附件)规定为准。
，

～

贵州省文化厅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

· 】 ．．



关于《贵州省文化志》搜集有关资料

事宜的通知

省属各文化单位、各地州市文化局，群艺馆：

根据省里要求，《贵州省文化志》须于一九八九年完

成，时间紧，任务重，各部份资料汇集工作需尽快完成。希

望各单位从速落实人员，切实抓好本部门资料搜集整理，以

免遗漏，贻误和影响全局工作的开展。

现谨将各系列资料搜集范围提示如下，供各部门参照，

各部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落实具体工作。

一、行政机构(文化斤各处室、直

属部门、各地州市文化局)

i．各机构的建置、沿革、编制、结构、职责；

2．各机构人员、经费、变化、分合、隶属关系及历任负

责人情况；

3．各机构工作、活动、内容、形式、范围等综合情况：

4．优秀人物小传(主要指对本范围工作有重大影响及突

出贡献的已逝人物、历史人物、包括建国前)。

5．]二作大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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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众文化(含建国前民教馆

及其他群众文化单位)

1．各单位的建立、结构，前身有无类似机构，情况如

何? ：

·

2．各单位的建置、沿革、人员、编制、经费、专业结构

及历届负责人情况；

3．各单位活动、组织、内容、形式、范围、倾向培训、

辅导诸情况。

4．建国前各群众文化单位的建立、发展、活动、终结情

况：

5．各单位的发展：变化、设备、隶属关系、设施建设、

投资规模等情况；

6．与群众文化事业发展及工作范围有关的各类组织、机

构，协(学)会．戏班、业余团(队)体、活动内容等综合

情况；

7．本范围优秀人物小传(要求同前)：

8．工作大事纪要。

况：

三、直属文艺单位(各剧团、剧场
及创作研究部门)

1、．各单位的建立，编制、结构、设施等情况；

2．各单位经费、人员、收支、专业构成、历任负责人情

·3·



3．各单位历年创作、演出、剧目、会(调)演、主演及

刊物、盥敝然成染≥获奖等艚况．，■ 。二 j

4．本范围优秀A物小传。(要求同前)；．
．t二j ’一

。 ．

7
L．

‘

．

5。大事纪要。

四、图书馆事业
一

l。各图书单位的建立、沿革、人员、编制、机构、设

施、历届负责人情况；

2．各图书单位藏书、经费、活动、服务、辅导、培训、

购置、专业分类诸情况。 ．
．·

3．建国前各类(公立或私立)图书单位基本情况；

4．与各图书单位有直接工作及业务联系的图书室(站)

及其他借阅发行网络基本情况；

5．优秀人物小传(要求同前) ．
；．

6．大事纪要。

五、电影事业

1．各电影单位的建立、编制、人员、结构、经费、收

支、设施及历届负责人基本情况．1’．一’‘r’ 一．

2．各单位活动、宣传、．发行、二放腴、一培训、指标、普
及、收入(包括分成比例及上缴财政)等情况：

3．放映单位装备、投资、技术、管理、修配、革新、余

磁录音、设备更新等情况；

4．各类放映场所基本情况(包括改建扩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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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物小传(要求同前)

6．大事纪要。

文化教育’(1戏】艺校、艺专、电

影、出版及各类培训、代千调班j

1．各教育单位的建置、沿革、前身有无类似机构、情况

如何； j

2：各单位的发展、变迁、分合、机构、编制、经费、管

理、设施情况。 ．

、

、

，3．各教学单位教学、教材、专业设置、教职工结构、职

称待遇，‘招生、分配诸情况；

4．各单位活动、演出、培训、收支、成就诸情况；

5．人物小传(要求同前)；

‘6j犬事纪要。

√七、．政令法规(含建国前历届
一 政府颁布的有关法规)

1．各级党政部门对文化工作的政策、规定及有关决策；

2．文化部门对自身事业发展及活动开展的各类文件、规

定、制度、报告、条例；。 ，．

．

3．各部门对重大活动、事件的安排、处理及有关意见；

4．省市党政负责人的有关指示、要求；，

5．姆有关部门联合。．洽商签发的针对文化工作开展或管

理的有关文件、规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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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 他

1．各有关部门进行的对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出

版、发行、成果； 、

2．各类民族民间文化组织、活动及组织者基本情况。

《贵州省文化志》是我省修纂的第一部文化专志。意义

重大。我们的整个工作必须对历史负责。因此，希望各部门

在资料搜集时尽可能做到详细和周全。特别是查找档案

材料及抢救口碑时，一定要注意资料的可靠性，力求客观。

在叙述事实时不加评价，如实记下即可。在方式上可不拘形

式(记述、回忆、杂谈、照片⋯⋯)，尽量保持搜集素材的

原始面貌。

所有资料在时限上不作统一规定，各部门可根据自己盼

实际情况，上可溯至清末民初，下止子上报材料时。

所有材料要求于一九八八年六且前基本完成并统一上报

《贵州省文化志》编辑部。．编辑部将就此编印《贵州省文化

志》资料集，并在此基础上总纂《贵州省文化志》。

～所有上报材料均按有关规定发给稿费或资料费。如有需

要保存的，将翻拍或复印后原物奉还。

编辑部地址：贵阳市延安中路38号

电话：24042 24121

联系人：谢彬如

《责螂省文化志》缩■部

一：I!‘八七年十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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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顾

一一贵州群众文化事业发展四十年概述

娄钟秀

建国前的群众文化

解放前的贵州，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深受反动统治

的层层压迫和剥削，劳苦群众是欲歌不能唱，欲舞不能跳。

在人民中曾流唱着这样一首歌：

“路上说话草里有人听，

说话不敢放高声，

家家户户冷冷落，

看不见热闹，听不见歌声。”

这正是对当时贵州广大农村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惨遭蹂躏

的真实写照。

在城市，进步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也遭到反动统治的破

坏和禁止。 “筑光音乐会”和“沙驼剧社”等城市群众文艺

组织，由于演出内容具有进步性，就被国民党省党部强迫解
散了。

国民党一面摧残民族民间文艺，一面又举办一些所谓

“社会教育事业”，诸如民教馆、艺术馆、电影巡回施教队

等之类。他们打着“教育民众”的招牌，使之成为粉饰太平

的点缀品，进行“党化平民教育”的工具。

·7·



经济恢复时期的群众文化

贵州一解放，党和政府就抓了群众文化工作。解放后的

头三年，也就是经济恢复时期。当时，我省广大群众正处在

政治、经济上的大翻身，国家也还不可能拿出大量的经费兴

办文化事业。因此，当时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把国民党

遗留下来的破烂摊子?一民教馆：(有馆舍韵十二个)接管下

来进行改造，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国

家拨专款，有重点、有步骤地兴办一些新型的群众文化事业

一一文化馆、站和大众阅览室。据统计，一九五一年全省已

办起文化馆、站三十二个，大众阅览室十个。他们配合党的中

心任务，开展识字教育、反帝反封建、反恶霸及科学卫生、

婚姻法、抗美援朝等宣传活动。在农村，各族劳动人民在老

解放区来的革命战士的带动下，继承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

群众文化工作的优良传统，以无比兴奋的心情，积极参加唱

翻身歌，演翻身戏、跳翻身舞等活动。 “要翻身，要翻心，要

从头翻到脚后跟。”这就是广大群众当时对精神文化生活发

出强烈的呼声。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群众文化

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此，我

们党创造性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

路。从这个时候起，我省群众文化事业开始从上而下有领

导、有计划地进入一个建设阶段。通过一九五二年六月全省

·8。



第一属文教工作会议和一九五三年全省第一届文化馆工作会

议．全省各地根据中央对文化馆、站的“面向工农、面向生

产”、 “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和

“时事政策宣传、识字教育、文娱活动．、普及科学卫生知

识”固项任务积极开展工作。这时，全省50个文化馆、：36个

文化站、307名从业人员，全力以赴地配合j‘三大”改造，大

张旗鼓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宣传甄助合

作运动和组织起来的好处。据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全省不完全

的统计，共放映幻灯1，510场，观众542，726人次；举办图

片展览117次，观众2r47，117人次；举办夜校识字班494所，

学员17，394人；到馆阅览图书报刊302，859人次，外借图书

者33，054人：文艺演出127场，观众78，689人次：黑板报

99块，出1，613期；⋯⋯当时这次活动，对推动土地改革、

农村互助合作、宣传婚姻法、爱国卫生运动、恢复和发展生

产、活跃各族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一九五六年，我省群众文化工作和事业跨进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是年三月召开的全省第二次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

“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工作应围绕着以发展农村俱乐部为中

心来进行”之后，一种新型的、综合性的群众业余文化组织

一一俱乐部，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起来了。据一九五七年统

计，全省除有交化馆85食、．文化站乏个、群众艺术馆2个、

文化服务队2个外，单是俱乐部就发展到4，157个，还有图书

室1，585个，业余剧团1，906个，创作组5，421个，幻灯组589

个。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伴随着农业互助合业运动和扭盲工

作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壮大起来的。群众文化工作为宣传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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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又极大地推动着群众文化事

业的蓬勃发展。

为指导以农村俱乐部为中心的群众文化活动朝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各地文化馆做了大量的组织辅导工作。原雀文化

局编辑出版了《农村俱乐部》刊物。省群众艺术馆供应了大

量的文娱宣传资料和培训了大批文艺骨干。这一时期的群众

文化活动阵地可谓百花盛开，春色满圆。

在这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

六年举行的两次全省文艺会演。演出的175个节目(一九五

三年33个节目，-Jh五六年142个节目)，对发掘。繁荣和发

展我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一九五三年

从会演中评选出“大小花苗芦笙舞”、 “彝族叉腰舞”，

“侗族女声合唱”、 “苗族民歌”等六个节目，参加全国第

一届民问音乐舞蹈会演i一九五六年评选出“红军灯”、

“侗族大歌”、 “苗族夜禾舞”、 “彝族跳脚舞”、 “布依

族山歌”、“薅秧号子”和阳戏“打菜”等14个节目到北京参

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其中苗族芦笙舞经过整理

加工改编成“节日的欢乐”和“花场～角”赴莫斯科参加世

界青年联欢节。

·。大跃进”时期的群众文化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五七年至一九

五八年，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在经济工作

方丽是建国以来成效遥好的年份，桎群众文化工作上也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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