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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纫专 殓

来宾县地处八桂巾央，总面积四千三百多平方公里，辖二十四个乡(镇)。人口83

万。红水河穿境而过，两岸聚居壮、汉、苗、瑶、侗、仫佬等民族。其中壮族占68％。

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野外调查队斐文中等在桥巩麒麟山莓头洞

发现一具残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被拟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说明，最迟在两万年前来

宾县这块土地上已居住着人类。悠悠岁月．漫漫沧桑，经过历代繁衍，古代的先民就成了

这里的土著民族了。

商周时期，来宾县地属越地。秦统一中国后，与汉族有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促进了越地的开发。尤其是明清的“改土归荒” (改土司为流官)，壮族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来宾县故时含迁江、来宾二地。迁江从贞观五年始改羁縻思刚州，属邕州都督府辖。

宋真宗天禧四年废州置迁江县，属宾州安城鄂(公元960年)。明洪武二年九月，迁江隶属柳

州府。二十五年九月始置屯田千户所。清顺治十八年裁汰屯兵，迁江仍隶柳州府。雍正三

年，迁江改属宾州。顺治十二年，废宾州直隶州，迁江改属思恩府辖。中华民国元年，废

府立道．迁江改属邕宁遭。民国四年，又属柳江道。民国十九年废道设区，迁江又属南宁

区。来宾秦属桂林郡地，汉至隋，隶属关系屡有变更。唐初始置怀义县。天宝二年(263

年)改为来宾县。至今，来宾名始终未改。1952年8月26日，广西省府委员会通过决定来

宾、迁江两县合并，称来宾县，县治设在今城厢老街。1954年迁至今县城。

日转星移，昼夜交替。历史的车轮虽然滚滚向前，但是麒麟山人的后裔们仍遭不堪忍

受的封建主义钧歧视和压迫。自元延祜元年至明万历八年(公元1314一i580)。明王朝对

迁江千户所旧辖八寨一万二十多个村民，二千一百二十多户壮、瑶农民起义进行了十六次

征剿，其中四次出兵十万以上。 “万历五年(公元1577)十二月，广西巡抚吴文华遣兵镇

压北三谭公柄为首的。铲马军’。破寨一百多，擒斩四千八百名，俘为斩的一一倍。掳去牛马

器械为俘数的一倍多”。(清·金供《广西通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石牌、

中埠、邕敲、邕两等村民反，土官黄文辉领兵弹压，斩首57颗．俘100多人”。(《刘志》)

不忍压迫而举矛者，被称为匪而倍加屠戮，何谈文化? 《刘志》记： “娱乐邑瘠民朴，终

岁劳苦，除于旧历新元与家人子妇围炉笑语及乘农隙趁会宾戏朝墟瓦唱土砍或拨弘弄管

外，无甚消闲场所”。 《翟志》载： “戏之大者为梨园演剧，县人未有精此业者，所习采

茶小剧，不过浪邀少年藉写笑乐，有他方人过境售剧，偶一开滨或赛会酬神，则必聘诸他

方。县城冯圣庙、域隍庙及龙洞鳌山各有一戏台，皆属临时设备，事罢辄撒卸。近日新学

青年稍稍习白话戏，亦未能称擅场”。《刘志》又记： “土著之名狼、狂、唐、蛋杂处，猿人

尤多性愚蠹，朴质多为客民所欺。讼事易理，往往盟神了事。然激之太过，反为其所噬。《通

志》称：性好仇杀，雎雎报复，信然，又称其架板为居，上楼男女，下息牛羊，不习侍书”。

统渝者的歧视压迫，是人民贫困、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 。



壮族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他们不仅以n已的双手代代不息地开拓，还在反封建王

朝的斗争历史上留上了光辉的篇章。他们不但『{_：j肪【干¨汗使自己得到了生存和繁衍，而且还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培植了朵朵绚丽的民间艺术之花。壮师戏就是在这块二L地上顽强地生长

着的奇葩。从清康熙十二年至建国前，虽然几经风雨，多次沉沦，壮师团不仅没有被灭

迹，反而发展到四十七个，成员达一千人，分布在全县三分之二以上的壮族利‘庄。群众如

此喜闻乐见的民间演出活动，在《迁江县志》与《来宾县志》上只字未提，但从“撞”字

强当时出现看，就不足为奇了。

从唐至清，群众文化界处禁锢状态。历史王朝采取愚民政策，鄙弃民族艺术，民间文

化出于自发，任其自生自灭。直至三十年代初期，来宾、迁江二县始设规模极小的图书

馆。不久，来宾县立图书馆又归并县立中学图书馆。当时，整个来宾县城(城厢)的图书

发行，仅学院街一家经营文具兼课本的“民生号”商店。其它，如属文化范畴的文联、电

影公司、文化馆、文管所等机构全无设置。

1949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来宾、迁江二县。在局势稍稳

定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即考虑文化建设。1951年3月建来宾县人民文化馆和迁江县人民文

化馆，开展服务于中心工作的文化宣传活动。并在馆内设图书组和报刊阅览室，活跃群众

的文化生活。1952年10月25日．又在今县城建起来宾第一座新华书店楼房，而且逐年增加

投资，扩大业务，给人民输送了大量的精神食粮。1955年9月，来宾县建立了第一支电影

队，至1963年发展到5个队，由来宾县电影管理站统一管理，农村放映活动十分活跃。

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期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文化工作的正常业务

常被中断。1958年，文化工作转入到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服务的写中心、画中

心、唱中心活动，图书发行也受到共产风、浮夸风的影响，利润较低。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工作首先受冲击．一些作者被无限上纲受到批

斗。各方而业务活动长达十年无法正常开展，⋯些文化活动场所也徒有其名。图书发行品

种单一，电影放映怕被诬蔑为“经济挂帅”，不敢搞经济收入，企县放映单位有半数以上

亏损。文艺团体停止演出活动。

1978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把文化工作的

重点放到农村，先后建立了二十四个文化站，实现乡乡有文化站，而且建起了三十九个文

化室，十七个俱乐部。图书发行面貌一新，书类繁多，内容丰富，读者盈门。与此同时，

成立了来宾县图书馆，藏书三万七千余册，杂志一百三十多种，报纸二十多份，每天到馆

阅读人数约数十人次，成了读者之家。电影放映在农村放映收费低和录像普及、电视进入

家庭的情况下，由于贯彻上级有关文件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每年放映场次仍保持在一

万多场以上。

为加快壮师剧改革的步伐，．来宾县文化部门组织了县级壮师剧改革辅导演出队，深入

到广大农村进行巡题辅导演出，不仅在壮族地区受到欢迎，在汉族地区也同样受到观众喜

爱，全县业余壮师队有如雨后春笋，1983年后，全县业余壮师队发展到一百四十个。这朵

民族艺术之花在祖国的百花园里放出异黢
在物质生活提高的情况下，为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来宾县委、县政府

在1986年、1987年先后举办了“来宾县首届宾城之春”和“来宾县首届艺术节”大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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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活动，盛况空前，成了来宾文化史上的先例，并被定为制度化。

来宾县的专业文艺团队自1983年由“来宾县文艺队”改名为“来宾县文工团”后，每

年除排演学习节目外，还组织排演三至四个本团甜作剧目。在县内演出或到外地区巡迥演

出。每次参加会演，均获奖。更为可喜的是壮师剧《特推卖棍》首次登．L大雅之堂，便受

到好评，并被选入《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的“剧目”条。
‘

为振兴文学艺术事业，繁荣文艺创作，1985年5月恢复了来宾县文联组织。1982年8

月，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接管《来宾文艺》的编辑工作。历时四年，完成了《中国民间

文学三套集成广西卷来宾分卷》的编辑出版任务。并先后举办了两届“宾艺之光”书画大

展。至1989年止，全县业余作者在区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品的作者就有三十二人，有十八名

作者被全国或省(区)级文联的下属协会吸收为会员。出现了出作品出人才的可喜局面。

来宾县的文物事业起步较晚。1981年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组织全区文物干部对柳州地

区进行文物普查，发现古遗址、石刻、古建筑共二十六处。1983年公布了首批文物保护单

位八个。1987年，柳州地区文化局又对来宾进行全县性的文物普查，得文物点九十七个。

其中六十六个文物点被编入了《中国文物地图集》。1991年又公布了革命遗址——中共广

西省工委地下交通站旧址(原大湾街“天马运输行”)、抗日战争主要史迹——昆仑关战

役指挥部旧址(迁江扶济村南)、榜山摩崖石刻、蒙村乡福堂村村规碑记碑等第二批文物

保护单位。
’

来宾县的文物征集工作较晚，加之文物商活动猖獗，民间所藏文物已潦潦无几，近年

来，文物管理所正开展文物法的宣传和积极征集民间流散文物的工作，馆(所)藏文物逐

年增加。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思文思乐，求新求美，从内容

到形式对文f_l二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市场就是在这一新形势下兴起的。

1985年， “来宾县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这一临时机构成立，组织、协调对文化市场

的管理工作。

1989年7月，县里成立了“扫黄” (扫除黄色书刊和黄色音像制品)领导小组虚没机

构，文化市场“黄渣泛起”的现象得到了扼制。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建国初期，文化系统党员较少，多与别部门共为

一党支部。从1963年起，文化系统才陆续单独建立党组织，并逐年发展党员。

自1970年起，来宾县文工团的前身“来宾县文化站”便开始建立了团组织，充分发挥

团员为党的得力助手的作用。

文化系统的工会组织自六十年代起便已有之。最初的电影公司的前身“来宾县电影站

工会”的建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了活动，1981。毕恢复工会组织生活。1987年9月，文

化局机关工会成立，干部职工的文化生活得到了丰富。

社会生活是文化艺术的母体，群众文化是专业文化的摇篮。人类在创造自己物质生活

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麒麟山人的后裔用智慧与汗水浇开了朵朵文化艺术之花。

且栉风沫雨，永开不败。在党的文艺春风的吹拂下，使她显得更加绚丽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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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行政机构





第一章文化行政机梅的演变

据旧《来宾县志》载： “唐高宗乾封二年始置严州治来宾县，来宾之为县自唐始

⋯⋯”迄今已有一千三百二十三年的历史。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勤

劳智慧的来宾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社会活动中，给后人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由于文化艺术源于劳动，因此，自古以来文化活动多属民间群众自发性的活动。但建

国前民间的文化活动都无人间津，历代政权机关从未单独设立文化行政机构，故文化、教

育行政管理均合二而一，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同时管理文化，此习一直沿袭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

第一节清代以前文化行政管理情况

隋文帝(公元581—604年>设国子寺，司教育。这是最早的教育管理机构，也是文化

管理机构之始。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唐朝基本沿用隋制，设国子监，管理教育、文化。各府、州、县，则由长史掌管．

宋元设大司农，兼管教育和文化。

明初设祭酒，司业总理监务。县称学署，设教谕，训导管理文化教育事务。

正统十年复裁儒思训导，设驿丞。

第二节清代文化行政管理机构

顺治十六年裁驿丞学官则设儒学教谕训导，并设阴阳学典术、医学训科僧道两会司。

康熙三年裁教渝。三十年复设。
，

嘉庆三年后裁训导。

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并裁教渝，没学务公所。三十三年改学务公所为劝学所，总理全

县教育、文化事宜，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文化行政机构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仍沿袭清制。县设劝学所。

民国十年改劝学所为督学局。

民国十二年复设劝学所。次年改劝学所为教育局。

民国二十二年并教育局入县政府，改为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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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明朝：

教谕： ．

翟，谦

唐宗尧

周 诗

。(失姓)年

范臣弼

刘学保

刘子成

杨一鸣

周一风

孟养气

江若渊

黄师颜

_‘陈时中

莫之光

陈养气

刘学成

黄时鹳

李元茂

李应IEI

徐廷诤

施导宦

刘三觐

训导：

权朝权

唐大绅

黄达

邓 勋

曾 奎

林文汴

马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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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建国前历任文化教育行政职官

广东东莞入，天顺年间任

福建晋江人，万历元年任

籍贯失考，万历六年任

苍梧人，万历年间任

灌阳人，万历十年任

籍贯失考，万历年间任

临桂人，万历十六年任

江西星子人，万历二十一年任

平乐人。万历年间任

宜山人，万历三十九年任

富川人，万历四十年任

兴业人，万历四十四年任，

广东增城入，万历四十六年任

阳朔人，万历四十八年任

横州人，天启五年任

广东东莞人，天启七年任

龙岩人，天启年间任

横州人，崇祯元年任

浙江慈溪人．崇祯六年任

广东揭阳人，崇祯f一年任

浙江人，崇祯十七年任

临桂人，案当在桂王永历间

籍贯失考，洪武年间任

湖广全州人，永东十七年任

广东人，失考

广东人，失考

广东人，应在成化与隆庆间

福建人，应在成化与隆庆间

失考，应在成化与隆庆间



2、清朝

教谕：

王恩梅 阳朔人，康熙三十三年任

李光斗失考，康熙三十五年任

梁文光新宁州人，康熙三十六年任

·苏眉崇善人，康熙四十六年任

叶灿横州人，康熙四十八年任

张煜左州人，康熙四十九年任

李士渍武缘人，康熙五十二年任

徐达天阳朔人，康熙五十三年任

熊赐瓒修仁县人，康熙年间任

吴渐西隆州人，康熙五十九年任

张为旦永宁人，雍正一年任

胡荣昭平人，雍正二年任

廖本杰全州人，雍正四年任

姚日升贺县人，雍正六年任

林之梧昭平人，乾隆元年任

杨声夏 临桂人，乾隆三年任

颜希孔永淳人，乾隆三年任

麦宜秋平南人，乾隆四年任

何宜猷宜化人，乾隆八年任

黄泽流恭城人，乾隆十一年任

陈光华全州人，乾隆十三年任

张模临桂人．乾隆十五年任

朱斐然荔浦人，乾隆十五年任

黄必章藤县人，乾隆十六年任

龙仲槐雒客县人，乾隆十九年任

蒋作霖灌阳人，乾隆二十二年任

吴邦盛迁江人，乾隆二十年任

袁道象宜山人，乾隆三十三年任

陈林武宣人，乾隆三十五年任

李坦北流人，乾隆三十六年任

苏巨卿兴业人，乾隆三十六年任

罗廷才桂平人，乾隆四十四年任

邓芝宠 广东新宁人，乾隆四十七年任

莫诒章昭平人，乾隆五十五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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