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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卅苗族侗族自治县历史悠久。．自明朝以来，先后在卅志等文献
’ 、

中记谜了不少宝贵的文化艺术史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劳动人民刨

‘i’造的民族民阍文艺有很多被排斥在外或记述不详· 一．
’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建立和发 ，

‘晨了文化事业，。特尉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鼓励文艺仓j作，挖
”

掘整理民族民间文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基本建设，巩固发展

‘文艺队伍，使文艺工作蒸蒸甘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靖州县文化局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

．· 下，于一九八八年三月成立《靖州县文化志》编纂领导小组，组织专

嘲 。 门编写人员进行编纂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予一九九二年三月完成
‘

初稿，通过评审、修改及领导审核，’于一九九三年定稿出版· ．

‘

． +《靖州县文化志》记述了靖州县近百年来的文化行政管理、群众

。 j 文化0戏剧、电影、图书馆，图书发行、+文物管理等事亚的发展过

? 程，是。部较完整的专业志书，它对发展和繁荣靖州县的文化艺术事
’

业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金书搜集了少量最能反映靖州县民族风貌和

。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
=’‘ ‘

．．

·’

新华书店隶属关系多次变更，1984年收归地区新华书店管理，升
i

为剐科级企业单位，本志从专业角度将其工作纳入文化范畴记述。

j《靖州县文化志》在县志办，’地区文化局的指导下，得蓟各有关

0 单位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谨在此致以感谢o+

蒋湘俊 ，

· 一九九二年十月 。’!+



凡 例

一、本志上项到清末，下限公元1989年，个别项目延伸到1 992

年，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

二、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以靖州7
‘

县文化事业史料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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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缘的沅水上游。距今1～

5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生患。这里先后为县、州，一民国三年

(1913)复为县，县城置渠阳镇，有8 0 o余年历史。 ～．“l；?√

，在历史的长河中，靖州的劳动群众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

造了茸己的灿烂文化。新厂斗蓬坡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武唐j。；

风雨桥等古建筑，～以及明、清各版州志保存下来的大量艺文，及世世

代代流传下来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等宝贵的文化遗产，都足以说明靖

州县是一个古老文明的文化之乡。 ．一 ℃． √’、i，，．

一清朝末期，开始有民间职业文艺团体活动，常在寺、。庙、祠、。馆

中的戏台上演出，宗教、祭祀文化艺术活动频繁。民族民闻文艺活动

有春节灯会、芦笙节、歌会等。．。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想：I‘新文化

开始进入靖州古城，民间办有简陋的印刷业、书店1，民国2 2‘年

(1 933)建立靖县图书馆，民国2 4年起陆续有电影放映，’+民国2 7，

年成立靖县民众教育馆，，传播新闻、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开展图书借

阅工作。民间职业、业余剧团(社)相继成立。民国末：期，宗教祭

祀、封建迷信活动及花会赌博等活动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缔封建陋俗，开展新文化建设。1950

年，县人民政府设教育科管理文化和教育工作，同年成立靖县人民教

育馆(后为文化馆)。1951年成立人民书店(后为新华书店)，1 953

年开始试办农村文化站和俱乐部，1954年有了专业文艺团体一_和平

祁剧团。1 956年开始建立电影放映队，1 961年成立电影管理站，修建
“

1 _I

， 。．Ⅵ≯
t?

1．

’

矿。 ，，

o州—绷矧潮一{翻o■剧阌一{周



了电影院。文化部门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组织街头文艺宣

传、举办文艺晚会；组织电影、幻灯放映队到各区、乡巡回放映；编

印宣传资料，用黑板报、墙报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文化科技知

识；组织文艺创作队伍，开展文学、艺术创作，举办文艺汇演，举办

阶级教育和各种艺术展览；开展文物保护和文物调查；搜集和整理民

族民闻文艺资料；逐步扩大图书发行(销售)，普及电影放映和开展

图书借阅等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小戏“十好粮店”在《小剧本》

(农村版)’发表，部分民族文艺节目和民族工艺品先后在省获奖或出

国展览。．1'965年j全县已有城市电影院、’剧院各一座，农村电影放映

队4个，公社文化站l“1个，。专业文艺团体2个，7业余剧团1 4”个，

图书销售点1 7个；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干部、职工有6 4入·。’，-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一，文化机构受到冲击，文教科瘫痪，|4

部分文化干部被批斗或调离j部分设施设备遭到破坏，公社文化站全

部停止工作，图书被封存停止借阅，绝大部分影片和文艺节目被禁

锢；民族民间文艺活动被取缔。1 968年，合并全部文化单位成立毛泽东

思想宣传站。普及演唱“样板戏”、教唱“语录歌一、跳“忠字舞”，

举办。搿样板戏文艺汇演’’；组织、培训。书画人才”，喷写毛主席语

录，绘置“毛主席光辉形象”；举办。红卫兵战果展览”，大量发行

《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本；举办“样板戏”电影汇映活
，

一t

动o ，

1972年，撤销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先后恢复了文化馆、电影管理

站、：新华书店，’组建了文工团。1 974年，部分农村公社建立文化站，

1978年成立靖县剧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工作得到重视，文化事业发展较快。

1982年成立了靖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图书馆，1983年成立靖县

2
’



少啤儿童图书馆，1988年成立文物管理所和社会文化市场管理办公

室。文化工作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的方向和

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办文化，国

家对文化事业的投资越来越多，设施建设不断更新，先后修建了新华

书店、影剧院、文化局办公楼、图书馆、电影公司大楼。文化队伍不

断壮大，干部职工的专业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到1991年底，从事文化

工作的干部职工：已有1 0 3k，群众文化的辅导力量得到加强。组织文

艺汇演、竞赛，开展各类文艺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和文艺骨干

培训班，文化活动日趋活跃，业余文艺骨干队伍不断壮大。为繁荣靖州

县的文艺创作，创办了综合性文艺刊物《飞山》，实行文艺创作奖励

办法。文艺创作在地区以上刊物发表、获奖、演出或展览的作品逐年

增多，部分作品还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在省、地文化活动中获奖或展

出。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2次文物普查，公布了2 8处县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落实了文物保护措施，开展了文物征集工作，维修了武庙、

回龙观、桂花风雨桥等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配合省、地文物部门

发掘了新厂斗篷坡新石器时代遗址、江东战国墓群、．粮食局仓库汉墓

群、水酿塘电站淹没区墓群等，获得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对研究靖州

县的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文物管理所现藏有文物3600余件。图

书销售逐年增长，全县有图书销售网点2 o个，1990年年销售额达133

万元，人平购书额达6．1元。图书馆(室)事业发展迅速，有图书馆

(室)1 04个，共藏书7．2万册，县图书馆藏书4．7r万册。以图书馆为

中心的科技图书协作组织有3 4个单位。有电影发行单位1个(电影公

司)，放映单位3 4个，年放映达4859场(次)，观众达1 1 1．2万人次。

文化系统有录像发行单位2个，录像放映单位1 4个．全县有影剧院l 1
’’’

个，舞厅5个。农村文化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1 985年，全县1 6个



乡(镇)建立了文化站，文化活动频繁。藕团，铺口、三锹等乡修建了

文化楼。新厂、藕团、铺口、飞山4个乡先后建成文化中心，1 989年，

藕团乡文化站定为湖南省对外开放窗口文化站。太阳坪乡、藕团乡文

化站先后受到省文化厅表彰，藕团乡文化站建成靖州县农村第一个万

册图书馆，省文化厅于I 990年授于“先进农村图书馆”称号。农村文

化室发展迅速，到I 991年底，已有达标文化室4 5个。

优秀民族文化得到弘扬，1 978年以来先后恢复了大堡子岩湾歌

，藕团、平茶的芦笙场。芦笙舞、霸王鞭，哆吨舞、琵琶歌、唢呐

民族民间表演艺术更为艳丽多彩，民族文艺队伍不断扩大，一民族文

活动更为频繁，每年都要举办1至2次全县性的大型文艺汇演、竞

活动。1 982年以来，对民族民间文艺遗产进行了有计划的搜集和整

，先后搜集整理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本和音乐、舞蹈、器

，曲艺资料本、’雕花蜜饯图案资料本。一 。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文化市场发展迅速，集

、个体兴办的文化经营单位越来越多，到1991年底，已有印刷业2

、书刊批发业2户、书刊销售点3 2个、打字复印业6户、录像放

点1 4个，电子游戏7r户、舞厅5个、音乐茶座3户、‘工艺美术业5

、录像业1户。
‘

‘在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图书馆和电影院先后获得省文化厅授

的。群众文化先进单位”(1 985年)和“文明电影单位”(I 986

)，图书馆在1 991年全省图书馆工作达标评比中晋升为二级文明图
一J-

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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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晋天福=年(公元937年)‘⋯_、”。|f

修建州城犬南门外马王桥(又名通济轿)。；

宋·崇宁元年(1 1 02) ’J“。一’

由舒宣建州城垣于纯福坡下·

明·洪武元年(1 868) _。’⋯’4：

修建忠义候祠(即林氏家祠)。 ：：

明·洪武三年(1 370) ：1 ‘一一

州城墙增筑‘∥周九百一十六丈有四尺，．计五皇零九厘。

明·正统十三年(1 448) ．． ～一歹’： ‘j‘

知州苏矗重修飞山庙。 j

√

明·正德四年(1 509) ·I。

参将黄焘于飞山庙前约百米处立石坊一座，上嵌一惠此南国”及

_威镇渠阳一的石刻巨匾· -’

．；’

明·嘉靖兰十四年(1 555)
。 。 、-1

州牧许子言修建梓童宫。 ．j』，‘
，

明·永历五年(1 652)

始建武庙(即武圣庙)． -√节一’-“

清·嘉庆三年(1 798) ㈡+_，

重修寨牙乡大林村桂花桥。 ：一 ·_⋯。≯，
．

清_嘉庆四年(1799) ．’

知纠张博重修文塔。 ， ；

5 。。j蒺
；

《
． I jj嗨

，

¨。

，：j



清·光绪八年(1 682)

辰河戏和顺班(矮台班)于靖州成立·’

清·光绪二十四年(1 898)

修建新厂姚家村接龙桥。

清·光绪二十五年(1 899)
j

辰河戏五云班(科班)设于靖州。

民国元年(1 91 2)
。

辰河戏洪庆班(江湖班)成立。

民国2 2年(1 933) ．-．

建靖县图书馆，设城内。 一．√

民国2 4年(1 935) j’． ，r．。，．’一、．

洪江大同电影院来靖，在城上濂溪宫开设简易电影院。

民国2 5年(1 936) _。。i i j‘
．．-

_?·。、

汉戏“神和班”成立。 ，!+。”?’．．轰‘_．。

‘民国2 7年(1 93 8) ．：．”。i t：、．j．■，-?

靖县民众教育馆成立，馆址设十字街原教育局内‘Jo j。：

湖南省教育厅电影巡回队前来靖县体育场公映无声电影。
“

民国2 9年(1 940) 、i。o} ．．，二：。’1．-。

全国抗日热潮高涨，靖县女子小学校师生走上街头，张贴标语，j

进行抗日宣传。 。·’i、

民国3 1年(1 942) ：，

'’

靖县荣垦京剧团成立。 ；，．：i j’：4·嘉

民国3 3年(1944)

靖县简师部分学生到街头开展“抗日"义捐活动，慰劳抗战将

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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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 4年．．’(1945‘‘)：，一．、：、≈·j o．．一睁o。‘√：：。j．

三青团靖县办事处“青年剧社”成立。 霉}，_鼋}

，。’一．一：．民罾3逼年j(1 e4S) ：+一
’：。，|．‘t

i t
r。

．

1 2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全国“抗日胜’利征文比赛"。靖县杨

保民的散文《八年来-T的我》，获全国第3名■并在《中央周刊》第四

十八、四十九期合词上发表j． ∥。势-’； ‘』。．j

l 9 5 0年 j?麓嚣毽j?；

冬，靖县人民政府设立教育科：接收原民众教育馆财产，成立

：嗡县人民教育馆：．’曩-’+弓‘： ’‘：‘ ，，．，．j：～一～ 、，‘

1 9 5 1年 擎冀：’裙。。

．”‘宅月，’湖南省电影总队第三放映队来靖县放映1电影。

靖县人民书店成立。 o√．．．·j j，i ，：

1 o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少数民族慰问团来靖县进行

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送书送画，。开展宣传活动。还将滥泥

(即锹歌)《炉遂各唱毛主席》收集整理，灌制成唱片·”
靖县教育科改为靖县文教科。

。

{一1 i‘靖县人民教育馆改为靖县人民文化馆。， 二一、 i。

”

l 9 5 2年“ ?：：。I+：
、 ：，：：

春，靖县工商联宣传队成立，是年冬，改称。工商联

1，：． 冬，靖县城关区业余湘剧团成立。 ：

1 9 5 3年 ：

3月，靖县人民文化馆按省统二定名为靖县文化馆。

1靖县人民书店改称湖南省新华书店靖县支店。

5月，文化馆在北区区政府所在地甘棠蚴建立文化站

为民办文化站，即甘棠乡文化站。。 j‘，一 。：



文化馆在朝阳、和平两个农业合作社建立试点农村俱乐部。

1 9 5 4年

春，湖南省电影2 0队，分配到靖、会、绥、通四个县巡回放

映。 ，

，

洪江和平祁剧团迁来靖县落户，并改名为靖县和平祁剧团，剧院
咿I

设新桥街孙氏家祠· ，。1、i

l 9 5 5年 ，，

1月2 5、日至2 7日，举办“靖县农村文艺会演一。

湖南省电影5 5队分配到靖县、通道两个县巡回放映·一√0．、

1 9 5 6年 ．’i：， ?

春，湖南省电影1 0 0队分配到靖县，成为靖县第一支电影放映队。

6月，靖县人民委员会设文化科。 ．， _ ．．，’．．i

7月，举办“靖县农村艺术观摩会演_r p_!‘： j。

．，，’：县委制定《靖县文物古迹保护办法》。7。．j·^I j：
，7

，_

8月，黔阳专署批复： “北门城墙既巴裂‘口，。嘶倒塌危险，可以
拆除”。 ．’一! ．．一 ，．-

9月，文化馆积极进行民I'．-1艺术发掘工作。省、地文化主管部门

派员前来协助工作。普查8乡1镇，收集整理“靖县民间音乐曲谱一

l 一本? 。 』． ．

’

，

I 1 1月，靖县四乡山歌、簟子戏：古瑟等节目首次参加湖南省农

l 村群众文化艺术观摩会演。 j ．j‘

I 1 2月8，日至1 4日，召开全县各乡文教委员及农村俱乐部积极

1 分子会。 ’

一：，
～

l 1 9 5 7年
．

| 1月8日，文化馆举办花灯学>--j班。⋯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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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县人委发出。|关于古旧图书资料收集保护工作的通知一。’

3月，组建靖县电影放映1队和2队· ‘’‘o。·

藕团乡团山村狗不滑村民在大溪山中发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苏维埃政权发行的硬币· ，．

4月。，举’办靖县第一届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部傍优秀作品参加

省威 ．。

一．‘‘，． r‘≯爨。¨√。．

8月(农虏七月十四日)，县文化馆在大堡字参喾耪举办_苗族

高歌庆丰收”赛歌大会，县内和来自贵州省天柱、一々锦屏、鐾黎平等县的

苗族、侗族1000余人参赛·⋯ “，一 ；，- ， ．◆：?‘’5，
’

’

1 9 5 8年
。尊8 7堪i

-． 。‘～．：# 托。。·、一， ， ：·《‘?-．一

’4月，县体委并入文化科。+，
⋯

■， ‘ ：’ ．，L zJ●‘ ．’ ， 一：』
‘

6 4月，7各乡镇建立民办文化站，各站配有辅导员1名。

6月，第一部彩色影片《祝福》在县政府院内上映．一． ．

1
0月，举办靖县大跃进图片实物展览会．，，一．． ，．

_j：。ri
1 9 5

9年一j、：： r。．-
¨一。。“r’ ．

年初，将城内李氏家祠改建成简易电影院a_。 ¨i．f：。t

，3．月，’靖县与通道两县合并后，’县文化科亦随之合并√7称为通道

侗族自治县文化科。搬到通道县溪镇办公。

7r月，靖县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队亦并入通道侗族自治县文

化馆、书店、电影队，搬至通道县溪镇办公：
‘‘2

7-’、

，

1 0月，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第一次文物普查，并列出2 0个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

r??

1 9 6i 0年 雩
’

jt?

2月，阳戏《十绣人民公社好》参加黔阳专区工农群众文艺会
⋯。

’
：

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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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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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荣获创作奖，刘世荣、覃玉莲、姚泰山(老艺人)获优秀演员奖口

1 9 6 1年

4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禄汀来县城搜集民

歌。

9月，省委将通道侗族自治县仍划分为靖县和通道侗族自治县两

县后，靖县人民委员会仍设文化科。同时恢复靖县文化馆、电影院，

电影队、电影管理站、新华书店等单位。

1 9 6 2年 ，’

1 1月，文化科、教育科合并为文教科 ．⋯．

1 9 6 3年

3月，省文化局拨款维修飞山寨的莲花洞、梓童宫的桂香阁．

年末，举办“靖县农村业余文艺会演”与。农村先进俱乐部积极

分子表彰大会”。
～

1 9 6 4年

组建靖县电影放映3队。

4月至6月，举办靖县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

1 2月，举办“第二届靖县群众业余文艺创作会演’’t

电影放映3队被地区授予学习雷锋先进队，幻灯表演获全区第3

名。

1 9 6 5年

4月，成立靖县农村俱乐部工作指导委员会。

5月，’撤散靖县和平祁剧团，组建靖县剧团(工农文艺工作团)。

8月，藕团、平茶，新厂、铺口、甘棠等5个人民公社建立文化

站。

9月，靖县农村文艺宣传队成立(统称轻骑队)。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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