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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

《石家庄地区文化志》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本志主要追述了石家庄地区文化事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
演变，客观地记载了本区文化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地反

映了文化工作的全貌，旨在资治、存史、教化、实用，它是

我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文化专业志书o ‘、．t I。

“志随政出矽’，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政通人和，国富民强，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艺术成果

群星璀灿，地区文化局为记载业绩，受益当代，惠及后世，乘

“盛世修志"之机，成立了文化志编委会，组织了专门编纂班

子，修志人员通过查资料、阅档案、外调、走访等多方式多

渠道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初稿。

尔后对初稿进行了讨论、修正、查遗补漏，并新增了一部分

篇目，补写了部分内容。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本着“详今略古"j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去

、伪存真，寓理于事，经过三易其稿，编纂成了这部志书。 r．，

《石家庄地区文化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地方文化

资料著述，作为一份传世后人的精神财富，它必将对全区文

化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

纭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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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二一、本志系石家庄地区文化艺术专志，上起l 9’3．7年，

矿迄1 9 9 3年。详今略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为

重点；因顾及历史的连续性，上下限略有突破和延伸。文化
． 名人、文物上限不限o ．呼

。‘

、·· 二、本志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尊重历史，求实存真，客观地反映本区文化艺术发展的本来

面目。为了说明史实，文中对历史背景作了必要的阐释o

三、本志篇目的确定，为求符合科学性，体现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按专业性质分类，横排纵写。根据内容分别运用

记、志、图、表、传、录等体裁，层次采用编、．章、节、目

的结构形式o
；

·

四、本志内容涉及范围，’以地区现辖1 3个县(市)为

主；但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动，叙述范围略有突破o
’

，· ’五、部分编、章的内容，间有交叉，但根据其特点，各

有侧重，并采取参见法处理o 、’ ‘： +，

、，六、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主要采用行署统计局和省文
． 化厅的统计数据。某些专业数字j系各县(市)和地直文艺

单位统计上报数字o ，

．

／ 七、本志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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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述

‘

石家庄地区位于河北省中南部，东与衡水地区毗邻，西依太行山与山西省交界，南与

邢台地区接壤，北与保定地区相连，中心环抱省会石家庄市。全区共辖4市9县即辛集市、
晋州市、藁城市、新乐市、深泽、无极、高邑、元氏、赞皇、平山、灵寿、行唐、赵县。

据1 9 8 8年底统计，全区总面积12593平方公里，其中平原5806平方公里。山区5237平

方公里，丘陵1550平方公里，总人口484．59万人，其中男247．26万人，女237．33万人，农

业户115．64万户459．35万人，非农业户6．57万户25．24万人。本地区所辖地域，有着悠久

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开发史。从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中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太

行山麓的滹沱河、冶河、磁河、滚猁等河道两岸劳动生息，以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智慧，

创造了灿烂多姿的历史文化，藁城台西遗址的发现，大量地考古资料再现了距今三千年前

商朝北方一座重要城邑的真实情景，商代遗址中首次发现的∥铁刃铜钺一，把我国冶铁技

．术始于战国初期的历史记载，提前了五百余年。可见商文化早已在我区持续发展o．

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我区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文化

面貌日新月异，文化特征多姿多彩。通过对元氏县西张遗址发现西周青铜器上带有的铭文

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发现了文献失载的四周初期的一个封国——辗国，填补了历史空白，
还对四周“分土封候Ⅳ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j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灵寿古城及其王陵的

发现，揭开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历史文化的帷幕，展示了当时少数民族一一白狄族华夏化
的过程；透过建有高大封土的赵县各子古墓群和元氏韩台古墓群，可以清晰地看到汉代厚

葬风俗及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根据元氏汉代碑剡文记载，可见汉代社会思想的—斑，
而立碑之风的盛行，推动着我区书法、雕刻艺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地区一带分别属常山郡、中山国、钜鹿国、赵国。有钜鹿下
， 曲阳人(今河北省晋州市人)魏收，是我国二十四史中《魏书》的作者，因他生于北魏宣

武帝正始三年(公元506年)，又曾在北魏做过太学博士，他的《魏书》被列为∥正统史

书一流传下来，故成为后人研究拓拔魏朝的第一手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现代从藁城
’

北贾同出土的石刻佛造像既反映出北朝雕刻艺术的卓著成就，也证实了北朝佛教的迅速发
展o ． 、，． 一

“

。隋唐时代有许多文化遗物留存至今，正定隆兴寺(俗称大佛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
(公元586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保存到现在规模较大，历史较早，
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寺内的龙藏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即公元586年)在书法艺术上反

映了汉隶向楷书过渡的演变过程。(197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龙藏寺隋碑拓本》在全

国发行)o赵县安济桥(俗称大石桥或赵州桥)创建于隋开皇至大业年间(公元59】一608)，，
是我国历史最久，跨度最大的石拱桥。它以造型美观、科学、坚固而享誉中外。唐代钜鹿

·1·



郡下曲阳赵魏(庞表)村入魏征，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

和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千秋金鉴一的一代名相。魏征病逝后，唐太宗十分痛惜的说：∥以
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一

《新唐书·魏征传》称赞魏征打通贯书术"，据此《中国书法大辞典》将魏征编入唐代大

书法家兼书法鉴赏家之列。魏征的次子魏叔琬、四子魏叔瑜和孙子魏华、外孙薛稷，都是

当时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均被编入《中国书法家大辞典》’o盛唐时期，继魏征之后，赞皇县

又有李峤、李华、李翰、李吉甫、李德裕等文化名人。李峤在文学上造诣颇深，晚年被尊．
为Ⅳ文章宿老"，是武则天至中宗时期最著名的御用文人。李华是唐韩愈古文运动的先驱，

其代表作《吊古战场文》被收入《古文观止》一书，是唐代著名诗人和古文家。其子李翰

也是唐翰林学士，因撰《张巡姚暗传》书《张中函传表》使张巡大节得白于世，后人称

翰为打义士一。李吉甫学识渊博，所著《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部舆地总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吖体例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一的优秀著作。

在唐宪宗时两度为相，封赞皇候，徙赵国公，史书称他是吖经纬之臣"i其子李德裕也为
唐代名相，致力于改革旧俗，提倡“去淫祠，禁厚葬，破除迷信，戒奢立俭一。一生著述

颇多，主要有《I冱南备边录》、 《幽怪录》、 《会昌一品集》、 《李卫公备全集》等作品，

共百余集。诸多文化名人辈出，为我区文化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o

后唐李存勖于天祷二十年(公元9 2 3年)即位，号庄宗，以镇州(今正定)为北都。

李存勖既喜好俳优，又能知音度曲，艺名∥李天下一，常亲自与众俳优扮演杂戏(见《五

代史记》)当时正定已成为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杂戏也随文化发展而在我

地区流传下来。IHBt,各戏曲班社几乎都供吖老郎神一，传说就是李存勖。
公元l l 2 5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曾向亡宋“束索诸色人∥，并将“杂剧一、说话、

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l 5 0余家，令开封府
押赴军前(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文中所指∥军前一，即包括正定、

石家庄一带o ’

．

北宋南迁后，金人又移居各路人口。充实河北。还常令其从汴京虏来的伎人作艺以供享
乐，从而宋代大曲得以保留。南宋起居郎范成大(公元l l 2 6一一1 l 9 3)，于孝宗
乾道六年(公元l l 7 0年)以资政殿大学士的名义出使金国，途经真定(即今正定)，

看到四十余年前从开封虏来的女老艺人舞蹈后，深有感触地说：“虏乐悉变中华，唯真定

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伊他所说的打高平曲破”是宋代大曲之一，所谓“虏来悉

变中华一，指当时北方全盛行金人歌舞。由此可见正定乃宋代大曲、金代歌舞并陈之地，
为这一地区戏曲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o ·、·

元代杂剧盛行，戏曲史家认为：Ⅳ真定地区的民间歌舞或地方音乐，对北杂剧的形成

和发展，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见张庚、郭汉成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卷上9 2页)o

史称正定是元杂剧发祥地之一，也因其是诸多元杂剧著名作家的故乡。尚仲贤。白仁甫、
李文蔚、戴善甫、侯正卿、史九散人、江泽民(一作汪泽民)七人，皆籍隶真定(见元钟

嗣成之《录鬼簿》)o尚仲贤的名著《洞庭湖柳毅传书》至今尚在民间流传上演。

明、清时期，民歌、戏曲、曲艺民间艺术在我区更有很大发展。明代中期，庙宇乐楼
已林立正定、赵县、元氏、束鹿等府城州县。据《赵州志》载：赵州的城隍庙戏楼曾于

“明嘉靖二十二年(1 5 4 3年)，施工重修一。关帝庙戏楼也有曾于明嘉靖及清康熙年
·2- 、 ，



间(公元1 5 2 2年一l 7 2 2年)两次重修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戏曲演出活动的情况

已较普遍。明隆庆年问(公元l 5 6 7一l 5 7 2)修撰的《赵卅志》载有：“正月十五

放纸鸢唱秧歌一之语，可知彼时秧歌已经普遍流传于民间了o

明朝晚期，高邑县东关村的赵南星，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明熹宗即位(公

元1 6 2 1年)后曾任左都御史及吏部尚书等职，他为官清廉，曾与无锡顾宪成、吉水邹

元标南北呼应，驰名天下，誉称吖东林三君一。是当时东林党的重要人物。他一生著述颇 ．

多，有《吴赞》、{：芳茹园乐府》、《味檗斋文集》等十八部著作，有的至今刊印发行，

清初尤侗说他是∥一代正人也一。∥其所填歌曲，杂取歌谣、里谚、耍弄打浑，以泄其不

平之气一。他在文学上的突出贡献对后世影响极深，今人称他为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一颗
明星o ’

明末清初时，随着昆、弋争雄，昆曲即以其曲文高雅被士大夫所欣赏，受到皇室的提

倡和保护，流入府城州衙的正定、赵州等地，同时与花部诸腔在河北兴起j石家庄地区的

地方戏曲，如板腔、弦索诸腔，以及民间地方小戏，+当时也竟相争奇斗艳于乐楼戏场。据

康熙十年(公元1 6 7 1年)修撰的《保定祁州束鹿志·卷八》载文：吖俗喜俳优，正月
’

人日(初七)后。淫祠设会，高搭戏场，遍于闾里，以多为胜。弦腔、板腔，魁锣桀鼓，

恒声闻十里外，或至漏下三鼓，男女杂沓，犹拥之不去⋯⋯一诸语中可见弦腔、板腔两剧
种，在当时的演出盛况以及群众喜爱的程度了。我地区秧歌、乱弹、丝弦等剧种的形成和

发展，无不受高腔和昆曲的影响。高腔、昆曲、乱弹、丝弦被称为河北的四大古老剧种，

也是石家庄地区地方大戏中的主要剧种。此后相继有河北梆子、京剧、评剧传入我地区，，

到清末民初时，民间子弟班、戏曲班社在新乐、藁城、束鹿、无极等地兴起，成为传播和

发展戏曲和文化艺术活动的主力。这些班社到l 9 3 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便停止

了活动，使石家庄地区文化艺术活动曾一度由高峰跌入低谷o
1 9 3 7年l 0月，石家庄市及本区各县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在此同时，共产党

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步恢复被日寇侵占的领土，当时我区各县分属

冀西、冀中、冀南、太行山四个区行署，在此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岁月里，我区的文艺

工作者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得到共产党、八路军革命文艺队伍的培养教育和无私帮助，使
我区文艺工作者能为抗日战争服务，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全中国而努力奋斗o

l 9 3 7年秋，八路军战地工作团由延安来到我区平山县e,--J',带来一个宣传队(不久

便改建为四分区“火线剧社一)刚到平山就贴标语、散传单、唱歌、演戏，开展抗日救国

宣传。对当地群众影响很大o l 9 3 8年4月中共平山县委决定由青抗联组织成立了“铁

血剧社∥，这是我区建立最早的县级文艺团体，也是我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新文艺、喜爱

新文艺、拥护新文艺、促使新文艺能迅速在我区广泛传播的具体表现o ：’

1 9 3 9年华北联大和抗大分校相继从延安迁到平山、’灵寿办学，有许多艺术水准较

高的新文艺团体随军而来，或赴联大文艺学院学习深造。当时有“火线剧社一、Ⅳ抗敌剧

社一，材联大儿童剧社∥、仃联大文工团∥吖抗大文工团一、膏西北战地服务团一、甜新
世纪剧社一、∥群众剧社一等十多个新文艺团体，为我区带来了红军宣传队的革命传统和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他们的演出、宣传和辅导活动，对我区热爱文艺宣传工作

的团体和广大群众，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尤其是新文艺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群众文化_

艺术的发展，象播种机一样，在我区人民中播下了革命文艺的种子，促使各县农村剧团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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