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187

诃蔺殳他委掰穗
五鹾幸河北省河问市文化艺术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



河间文化艺术
一4▲

-▲

J匕、

河北省河间市文化艺术编纂委员会 编

方志 出版社

，7＼万‘一多
，；k鼙§l口f‰r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间市文化艺术志／河北省河间市文化艺术志编纂委

员会编．一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11
ISBN 7—80192—099—6

I．河⋯ Ⅱ．河⋯ Ⅲ．文化史一河问市

IV．G127．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6743号

河间市文化艺术志

编 者：河北省河间市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

责任编辑：江绍贞

出版发行：方志出版社

经

印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12层)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fzph．org

邮箱 zbsh@fzph．org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刷：保定市北方胶印厂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河问文化艺术志》主审委员会

主 任：郝章炳

副主任：刘振华刘俊伟李红旗负广志

委 员：李西标王玉池钱晓通刘法义

主 审：负广志

《河问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冯耀武张嘉俊贾瑞琪

主 任：董相友

副主任：李双启 郭继东李俊云

委 员：张瑞生孙中英裘文博

胡世华庄建华武炳树

蔡洪雁李宝强张万祥

叶青厂李建文侯顺成

张中青郝双良信震世

李亚杰

办公室主任：郝双良

王双宗

刘士华

孙国成

李迎秋

马国升



《河问文化艺术志》主审委员会

主 任：郝章炳

副主任：刘振华刘俊伟李红旗负广志

委 员：李西标王玉池钱晓通刘法义

主 审：负广志

《河问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冯耀武张嘉俊贾瑞琪

主 任：董相友

副主任：李双启 郭继东李俊云

委 员：张瑞生孙中英裘文博

胡世华庄建华武炳树

蔡洪雁李宝强张万祥

叶青厂李建文侯顺成

张中青郝双良信震世

李亚杰

办公室主任：郝双良

王双宗

刘士华

孙国成

李迎秋

马国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河问文化艺术志》编辑部

名誉主编：(按姓氏笔画为序)

田墨松郑保祯秦树明

主 编：郝双良

副主编：王敬耿进柱李铁重

编 辑：马为民王久纯王春雷王殿义

白根义卢春景艾可让左炳文

刘金表李国学李俊文张国信

南虎员 赵兵郭清华袁国峰

崔凯常良山 董国庆葛明正

摄 影：除文联各协会提供外，均由

董国庆宋振远孙正开孙四启

耿建军张明等人拍摄

书名题写：王璞章

终 校：李铁重



序

在浩翰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朴实智慧的河间人民在河间这块美丽广袤的大地

上繁衍生息，辛勤奉献，创造了璀璨的文化。这些丰富的文化底蕴又培育出诸多历史人

物，名德节士，或载于国史，或传诸家乘，既表潜德，又摭逸事，善可昭后，恶可诫

也，世世相传，从而构成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文化艺术的编修始于旧府、县志的散见，记述虽有繁简，搜罗亦可称较为完备，但

河间文化艺术专志自古至今都无有专著。今乘盛世，撰写成帙，以补史憾。此书刊印，

不仅填补历史空白，且又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河间为畿南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久经战祸，灾难频仍，昔日悲怆不堪回

首，欲图再现史实，求真探源，如大海捞针，望洋兴叹。幸文联诸同仁协同社会各界仁

人志士，焚膏继晷，朝夕从事，奔走栖皇，克服困难，广征博引，翻阅史册，辗转劳

作，终编成卷，虽难言完美，但瑕不掩瑜。荜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泯，必为弘扬民族文

化、宣传河间、发展河间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文化艺术在再现史实的同时，以浓墨重彩的手法再现了河间的戏剧、文学艺术、曲

艺、音乐、舞蹈等诸多艺术形式。河间为《诗经》发祥地及毛公的故里，是中华文学宝

库中一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西河大鼓的发源地，这些均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燕赵之士多慷慨悲歌，尚义任侠”，已为史实所证。河间人才济济，灿若繁星，汉

学者毛亨、毛苌，唐诗人刘长卿，隋画家展子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姜妙香、李多

奎、金素秋⋯⋯他(她)们都为创造和丰富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实为河间的

骄傲，也为河间的文化事业增添了新的光彩。

现今，河间的群众文化网络已初具规模，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必将为河间的两

个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值此《河问文化艺术志》付梓之际，数语爰以为序。

中共河间市委书记：郝章炳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河间文化艺术的历史和现
状。

(--)本志上限以各项事物的始端始，下限为2001年，为个别事件的完整性，则延

至搁笔为止。

(三)本志为小编结构，次第为概述、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美术、

书法篆刻、摄影、群众文化、文物古迹、图书发行与图书馆、档案、广播、风俗文化、

电影电视、人物、编后记，篇下设章、节、目，不受职能部门范围的约束。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河问市现行政区划为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涉及析
出地区随事记载。

(五)本志采用述、纪、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述而不论，褒贬寓于史实之中。

(七)本志纪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沿用旧称，并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本志所称“建国前”、“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 Et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解放前”和“解放后”系指1945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解放河间

县城这个特定时间。

(八)本志遵循以事系人，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市籍对社会发展有

较大贡献和本市有较大影响者为主，在世人物有突出事迹者系之有关篇章或做简单生平

介绍，其介绍资料由本人供稿。

(九)数据采用统计局数字，其余以有关单位数据为准。

(十)有关资料来自有关省、市档案、旧志、有关报刊、专著及有关人士提供的资

料，经考证、鉴别后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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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文化艺术是人类在生活与生产中创造发展和逐渐完善发展起来的，据考古和史料记

载，河间自有人类在此居住、繁衍生息之时就萌发和创造了审美和文化意识，并开始了

艺术创作。

从河间出土的文物上都能看到艺术造型的发展过程，从而显示了不同朝代、不同类

别的审美观与工艺水平。

河间的绘画艺术起源较早，首先是从陶器的创作型态到花纹的设计制作都能体现出

来，就陶器的造型比例的准确、线条流畅以及花纹的设计均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真

正把绘画技艺推向颠峰的当为隋代画家展子虔，隋代绘画技艺的改革创新展子虔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隋前，中国画“人大于山、山不容泛”的稚拙绘画技艺已不能适应社会的

发展和满足人们的审美观，展子虔大胆的向“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技艺过渡。他擅

画人物、车马、山水、楼台。人物描法甚细，以色晕开面部，神采如生，为隋唐人物画

法开辟了新途径。他画马立者有走势，卧者则股有起跃之势。他还工于山水，据《宣和

画谱》评价说：“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之势。”其传世之佳作《游春图》现存于

故宫博物院，为我国现存最古的山水卷轴画，其画描绘贵族游春的情景，以细线勾描，

施于青绿，独具匠心，全图更是金碧设色，景物裱丽，山峦树石空钩无皱，使人有“人

在山中游，马在道上走，岸边有桃花，水中有行舟”的立体感。河北省的古代画家载入

史册的仅二人，其首推展子虔，称其“唐画之祖”。至北宋，河间人许道宁擅画树木、

平远、野水，其晚年作品笔意简快，自成一家，其存世作品《关山密雪图》等均有较高

艺术价值。

至民国末期，河问较有名望的书画家郭贵碹(风惠)以其特有的聪明才智继承和发

扬绘画和书法技艺，他于1956年曾与张伯驹先生共同创立了书画研究社，并与著名画

家徐燕荪、胡佩衙、董寿平、刘继英等合作山水花鸟画多幅。他所画的山水花卉无不逼

真传神。

日本侵略军侵占河间后使河间的文化艺术遭受严重的摧残。解放后河间绘画艺术获

得飞速发展，河间籍画家张锡武、东光明、李世麟等享誉中外，为人称颂，新一代画家

郝双良、王国栋、耿欣等与老画家同驰同跃，后继有人。

音乐中的歌，春秋之时就已流行，编于春秋晚期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经

秦火几近湮灭，经河间大儒毛亨、毛苌叔侄整理，并于汉代发祥于河间三十里铺，其

《国风》中有《邶风》、《廊风》、《卫风》三集中的“风”就是记录河北南部的民歌。在

西汉武帝时，乐府协律都尉李延年搜集、加工的138篇民歌中，设有“河间歌诗”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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