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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自明代以来，《辰州府志》、j．《沅陵县志》都记述了很多宝
‘

I_ ’贵的文化史料。但由予时代的局限，众多的良向文学艺术；。被视。

I．．^j 为?娼优陋习7．而拒之志外；，后世不得其详；甚是可惜。新编(<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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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沅陵古为楚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历史悠 ．，

。’

’

．久，文化渊远流长。境内秦二酉藏书洞、唐龙兴讲寺，宋《新寨+T_’
；

，一 题名记》、明虎溪书院等古文化遗址，迄今犹存。这块古老神奇、

。．．的土地，。吸引着历代名人为之讴歌。：楚屈原、汉马援、宋黄庭坚、’“，

： ，。 明王守仁，；董其昌、清林则徐、今沈从文等都在此留下了不朽的
，

， 、诗篇和墨迹。历代邑人更是挥毫泼墨，辛勤耕耘。史料所载，．有、
’

l √， ‘古诗文著作114部"诗词、．．欹文、，碑石作昂385件，串富了祖国的 ．。

、’． 、文化毫库9f!i，．‘?i‘√i?一·：i；_：。．’⋯0．?⋯j二．，．^。．。。：．、；一‘ 。

’一一，。褥陵境内t雪峰、．武陵对峙南北，沅酉二水挛汇县城后-．纵+、，：
～．√ 贯西东o．。以汉i苗，土家等各族杂居的沅陵人民，。世世代代共同在I．。|

·

i。 ， 山高水急的自然环境之中生息繁衍，?创造物质和文化。特殊的地．：

，-。 ．+理条件和相互各异的民族风情，构成了沅陵传统民间艺术的两大
。

j ．’特点。一是民间音乐高晓、：激昂，i悠扬：、婉转。山歌中的落阳腔，．
’

·‘ ，劳动号子中的船工急水号子，声腔高吭，而采茶、采花等民间小 ．

．7。- 调，车水号子，则曲调委婉，优美砂昕，’二是民间舞蹈风格多样，．
”、‘ 各具特色，且又相互渗透。’龙舞、蚌舞，，狮舞、?茶灯舞，v雄健秀 ‘‘’

“ ·，丽，傩舞、跳香舞，’’粗犷奔放。．还有木雕石刻i挑花特技，都具
。

·

?、 有传统文化的优势。n’t．， -一，· ．，

‘

一．，』 一．．

：一。。、 _沅陵的戏曲形成较早。明末清初，即有由本地祭祀音乐与江西

’一j ．弋阳腔结合形成的辰河高腔和由宗教歌舞演化而成的傩戏。随之
’⋯‘ 汉戏传入，阳戏，灯戏逐渐形成。：民国时期，，京剧、话剧、歌剧相

～

”． 。继入境。·抗日战争时期，外来演出团体云集县城“各种戏曲在相。‘·一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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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竞争中得封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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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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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沅陵的文化艺术，一历蔓悠元，牟富多彩，+具有浓靠的乡土气．．一一：
!息和旺盛的生命力。霉零表掣．长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阶级对‘曩、．1|◆≥

一 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漠不关心r'’无专门的文化机构，群众性的文、o’，；
?

‘

化活动皆寓于庙会、传统节日之中，’长期处于自发状态j。且民间一 ：’

_．。．一，艺术被贬为“娼．优陋习’’，‘民间艺人流浪社会，?一些优秀的民间? ：，，

：． 艺术；只是长期深深地蕴藏在乡土之中0，民国时期，“虽设有县民。、一。i，
’

众教育馆，但经费短缺，设备简陋，：活动面小j收效甚微，文化 、

，艺术事业发展十分缓慢。‘：’I，’! ’一～_’二一。’、-一 ，

：8 ’薪中国建立后，一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 一，r

活，+加强了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领导。195001966年的十七年 ‘!

， ，‘‘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也相继建立。j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2_■7“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_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各种群众，o．

．’、d． 文化活动有组织地开展起来。。解放初期，《白毛女》0《血泪仇》、 一’-。j

，’√《赤叶河》等现代剧目在城乡上演，对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 ，一
、t

’

，霸：土地改革等政治斗争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辰河高腔《李．： 、?：

二。一’慧娘》：沅陵民歌《车水号子》、·《采花调》在1955年分别参加 7
．

’o ‘全国第二届戏剧观摩汇演和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汇演，-．．’。 ’⋯

、．．一得到了奖励表彰，：演出人‘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4-‘

．7，。⋯≯在懈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全县文化事业倍受摧残：干部被 ，’’■

．，|7批斗，’-设备被破鞴：艺人被下放农村，1优秀的传统文化被禁锢，一，。。， ’

·， 一批好影片被禁映，群众文化活动被．“学．小靳庄’’：，：“唱样板。 1，4。

．．， 、‘戏，，：、o“跳忠字舞"所替代，古老而淳美的沅陵文化遭受了一场一．·√

．，1‘j —j。。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1特别是党的十≥届兰中全会。．“：

～’：以来，j经过拨乱反正，!解脱了“文艺黑线专政"，钧精神枷锁，。．干‘!i、～：

√。．_．j0●j一．-，．．'．：’_?。一0 1．．j一。、：’|i一0：：，：●。’j≯：‘一． ，_ ．
o ’ ’

7．． 、 ’t 、

’～ -．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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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部中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改正，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得到正确贯，

。：。 彻。沅陵的文化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并在改革中开拓前进。1981 ．

．：t，年，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二

．，，”’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通过改革文化管理体．
’

‘，制，出现了国家，集体、7个人同时办文化的新局面。文化事业机’
，‘ 。构迸一步健全，乡镇文化站普遍建立，。文化设施不断改善i集镇一。；

，，文化中心初具规模。全县现有电影放映单位178个，影剧院32座。_|‘

，?：县图书馆新修了馆舍，农村建起了两个“万册图书室"。，。各级图⋯．
。， 书馆(室)总藏书量已达59万册。群众文化正在逐步地由单一型 j．

，2 1。o’向多样型，：由欣赏型向参与型，。由无偿服务向有偿服务，由小文
’’’

一 化向大文化转化。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开展，丰富多采。‘文艺创作 。，

f一 ’．：喜获丰收。’辰河戏花脸脸谱参加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展览，为沅

’．．，。。陵文化艺术扩大了影响，民问工艺刺绣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受：。

一，．．． 到好评I舞蹈《赶军鞋》参加全国农民业余文艺调演获一等奖，；：．

f-* ·被拍入影片《泥土的芳香》之中，《金玉记》、‘《躲喜事》等10’’

。：l 。÷．个戏剧，舞蹈创作节目，先后十次参加全省调演，’得到奖励，全，。‘

i． 7‘7县专业、业余作者在省以上刊物发表和展出，参赛的获奖作品计一。．

I’ ， 721件，居怀化地区之首，录相电视的放映，健康舞会以及适应现，。

l二， 一 ·代青年特点的演赛活动的开展，拓宽了文艺活动的新领域， ?以：：一’

l。 ，r、文补文’’的路子越走越宽，文化自身发展的活力不断增强。’当前 ‘，

l ，，在文化事业建设上存在的干部数量少、素质低，：文化经费不足、。 ．’

l·’ ，设施建设缓慢等问题；1．正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o

卜∥t：逐步得到解决。’’一。一。’， ．：．，．。：- 。一．：i，√．’

’。 一。： 沅陵山河锦绣，地灵人杰。长期以来，在创造出山乡灿烂文： j，

_“ 化的同时，培育了大批文艺人才，为祖国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生无媚骨、闻名中外的著名诗人朱湘，，为祖国．

．√’’ 、’戏剧电影事业鞠躬尽瘁的人民艺术家金ln，以“梅’’著名的画家 、

j二 ：，’：张世准，辰河戏著名鼓师石玉松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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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1二i一兰耋耋篓耋塞墓囊妻76；0；)塞塞誊，j≥{III_．：l，00-：，I：I』|--j
、．。。·：．。一‘t十年j(1745)。。7，一． 一，’j+， ．．一4 '
，。 一。、县城考棚街修建天后宫戏台。已毁。‘一。。 。．’“’

．

。‘

-．】
7，，^r— o -=十五年(1 一‘ __

j t，|．．， ’'

一～．．县城高家巷修建城隍庙戏台。已毁。。 1．， 一?
“

：t ，。，】
√ ；．， 、三十年(1765)：，． ．： ，1 7”’ ‘，1

|Ij 2|『o；|‘j’誊主薹茎篡差曼茎7差至乎91蚕；篓辜霎雾兰葚茎三≥?||j，、It’。I j一．f．、‘、，：‘-‘0√民国年(1 8)7 7、?’．，、，·‘，_r。，‘ l
沅陵县立通俗讲演所成立，民国25年12月，；改为县立民众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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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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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7

一 ’

．。 ’民国38年。‘
。

；。，乏；：!：；：．?。。t j： ·’
■一j

、
“12月，。沅陵县民众图书馆成立，因经费无着，。：有名无实，民 ．

一 i重i2a年仍属民众教育馆，更名图书室：’■’? √， j．。1 j“o．

▲．。，?“。j?一“j‘l’二、7二：：j·j，民国22年(1933)：，一r，“／7一 。；’。一， ’|．．’
+，

一j，’’5月；赵凤艳京剧班由常德来沅陵城隍庙“庆生园，，戏院演～
‘

‘

出，为县内京剧演出之始。。、‘- 4-．．。。j，t，．。。一，
-K “’

L’
． 。’：’、}，一。，，．”：‘-_民国25年．(1936)’，． ，， ．．- 。，一 、

一，+．3月，县城同文巷建民乐戏院，j汉剧誓大同班"、在此演出。

·；．o～+，： ，j⋯j民国27年(1938)j．_．i．：。j．～，：；．．

?。，i 一5月，县城天后宫改建为民众戏院，赵凤艳京剧班迁此演出。’～
_‘

，，，．
9

11月，、由新四军领导的。+，新路书店?、’“生活书店"在县城 一，
⋯ ‘

’法院街和上西关开业。：．／!i“’一，，：’5 I’?’?； ．“

；” 12月，长沙青年会予大火后随雅礼中学迁来沅陵考棚街。’举 一．，一

’，。 t办书报阅览、书画展览、球类、棋类竞赛和剧社演出，抗战胜利， ．

：·：一 后迁回。’。，．-+ ．，‘二。一j／一：jl二’，一，。4：： ‘，：’7 ．

／：。。，一．，．．√．
’”

。民国28年，(1939)f i～’．’j．7．，n．!．。：’
’

：· 二。～ 7月7日，沅陵戏剧界在县城举行抗日义演。劂目有《黄海 一

’

“r

4血》，，。《放下你的鞭子》‘。；．。：’，，?、_+?r!。，__=一j”，‘ 。．。
f‘

、

_。。 是年，田汉、’廖沫沙，“周立波在沅陵主办《抗战日报》，一一．
．。 拭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得到发表；7 +。，h⋯ 。，： ：， ． ．|_

1 ．一 一r 。√：，；．。j．．：。民国29年(1940)：o卜⋯．一‘’。 一

·
。‘ 5月，。县城中心戏院落成，举办花脸竞赛演出；．京剧小金少 ‘l

‘。 ’，“山演《高旺背鞭》，j汉剧姚同奎演《凤仪亭》，．辰河高腔米寿生
‘

。， ：‘演《专诸刺辽》。‘．o ，一一j j√，■⋯。．。。’“，，一i。 ．

。

J 。

，：：．一，。 √ ．。民国30年：(194‘1) ， 。．一
，。。1．。

、一‘：10月，沅陵县图书审查执行委员会对曹寓的《雷雨》i：矛盾
j-_ 。一的《虹》、劫夫的《战地歌声》禁止演出发行。 ’。o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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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一 i◆，、．-’。 √一．：。，·+j．。“．·，。． i 。．一

，

”
。

’j
．^ r

．

·

．“
．

一

’，’、

，：，一 一 ’’·t，’．j、。 。．j、，
i’；：、 ’一

，

、． 。‘+。。 ：’ ：．，’：
-．一t- ‘⋯i：。．-“ j-．，

’

，一· ．》一 t?。。◆。s-。．‘．
二

』i：j：。 』j。j’j，i．‘I+：。。：、．j_‘．i+，：：“‘： 。，一i。。‘j+^，d’：。，，?I，：。：ij‘：，：I，．·?j．‘i；÷．二。』 ：：，。I，‘：：-，：，：
．。√■√、’一“?，‘l‘，民国31年(1942)’。、?_⋯ ；+，分．，j 1 5‘j’．+，’‘

’

’|．。．8月，全国著名的王婉如话剧团来县城中心戏院演出半年。一9 ；。

。，。：’一；f．：j， i‘‘-。民国32年(1943)。誓．；。’二．．：‘i，”，：■：，o。’：：一一：’

’：÷·；．。，：1。4月，。县城公用部剧场落成。’：著名电影毋赘演员殷秀勤率话：，4‘：●
。

，剧团来此演出三个月‘j÷?、j，：，一。■，i：．j。、：、o，j，．⋯‘、，j+● ?

“

。，一 ：、．。：^。i．一。。：．?民国33年(1944)’：；：1‘．r’0．一；i：一：√
。

：’

。。。．元旦，沅陵县各界人士分别在民众，’中心剧院，一公用部剧场 、。t：!．
‘

连续兰天举行欢迎抗战荣誉将士及其家属的邀游晚会。民众艺员’

’、和票友，’演出京剧《坐官》≮-《古城会》、《空城计》√《女起。 ·

7月7日．、党声剧社新排演出夏衍：丁玲：宋之的合著的抗 ．．

√ 日话剧《草木皆兵》，．观众踊跃：’’j，、--’．．‘。：。， ，a：』’

．：·；?一：‘．影，，s‘i：．：j，r民国35年(1946)’o?’”‘二+‘。．， 。j：
1|f

． j t：9月，湖南省立沅陵民众教育馆成立j馆址中山公园(今胜，⋯．i。。
， ’利公园)，，下设教导部、艺术部、!总务部0，。，‘j 一。’‘。；。。

J，，?一√0月，‘’陈永言柱原民众戏院开办民-众电影院，放映黑自有声‘i 。一：’

一+电影，+沅陵始有正式电影院o'：。譬一‘、。．≯．‘?：一 。。：。7．-．：‘| I

。。一r ，。9月，，县城公用部剧场发生驻沅伤兵因无票看戏与守门卫兵，。：二 ，i：

”-。’冲突，7发展到100余人殴斗，踩死小孩1人j：．!’：一．0、，4．、， j； ●

，
”|， ?’。10月1。日；沅陵县城隆孚冀行庆祝中华套县共邗冒廖立享艺‘“j?’一‘～

，7 ：+’j_10月8日，沅陵县人民政府设教育科，?管理全县文化教育事。。。4‘．÷

．。∥。．业，1950年8月改为文化教育科。”j．，。，。_+“一，0．+}_，‘1，。，∥，i。_o
一：‘

：。10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政治部电影队长战踢■、

．，一』‘-?8 o；I’．，。‘：，女．o。。+■。’．。o’。：■’．2·。!j，一∥j。7． ．。．。。’．，』‘。?8．j i；-～‘，2·，、j。+：：1，．t‘．I’。：■’·。。√’t之1，∥j 7． ．。．。’

： ．⋯-，，，!。’?j‘：一．’ ■。’1 _ ，一．，■一．，√．。i’ ．。



‘．． ．’j一。
‘“。 ⋯～、‘ 7。。．1

。

● ·‘

。’|。j 华、邵世彬奉命接管民众电影院，改名为湘西电影院，+后交中共 1，。

’’

+，!湘西区党委宣传部管理。o乞4,u。：， 。 一．．+?“．” ’．‘j

● “-o 12yJ下旬，4《湖南日报》沅陵营业处兼办新华书店，r在上西， ：

IIb 一关哥业毒t。、j．t。．一i；!：‘·．，、、。、．7007一i_一。乙⋯：。，_．■+
j j。。．，、。’7 ．．～，、．j ；1950年～。．≈一，‘：．≯．?。◆．-o．j之 一。

-：、．’o o。1月1日，、举行元旦晚会，由驻军宣传队演出《拜年》，《保．?
·，。 ．三参军》，《把红旗插遍全中国》等节日。’；．，一：，‘∥，⋯：一_：。。．

一，’． ：-，7。i、3月上旬，陈盛昌等人组织的辰河高腔尉团击田湾来县城火

．· ，神庙演出。后经县政府批准，定为沅陵共和高汉剧团；’，。。0 0

‘．．

’

．．，+5月1日，：县城各群众团体和剧团组织街头文艺演出队，宣i ，．’

。：+．传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二。j，“。．。 ．：，j ．■：一、7’ ，_

·．． 一。
。

是年，四十七军京剧团随军来县城公用部剧场演出。1952年 。．

：：'：+，．i随军离开o_’．；‘：．一：一。． ‘：．’，|．一：。i．一．． 、。
’‘

一‘一 。，。’7．}- 7二 1951年、。。．『；、。’?，’：。．：；：oj：’j 、’：

}．。}：．一。-9，’2月中旬，．新新京剧团成立，在沅陵剧院(原民众戏院)演‘ 。

．’：i。o：’出。 ‘一．，．，：j：’√：0 j 7。．。，?o一·～。，．。、，．。
’一

。· ，，。j．3月20日，，沅陵县文化馆成立。。’馆址上南门福音堂i．o ’-．：，：’、

7 ．； 4。 ，4月23日，县文化馆第一次召开城镇各团体负责人会0研究．‘。
．

， t，配合抗美援朝和春耕生产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会后，5月14日举，

，‘。‘办了第一次群众文艺晚会。一·j，V ’4：‘ ：、。』． o‘一

， j，一10Y]27日，’沅陵新华书店根据中共湘西区党委指示，；首次发。一
’·’ h

。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537册。。一．。二 ：一．1．：．

。⋯ ．： ”：：。-j‘一。，二．1952年．：．r．：．’、。+|，：；’c’J
‘

：’．．，·， ‘。：8月中旬，湘西电影院交县人民政府财委会接办，更名为沅+
一

∥‘’。 ’．陵电影院。i ’，扎，．、：j，，：t一 ：≯o，、7．+． ～’：i。一

i。。i一： ，11月上旬，县文化馆派员建立国办官庄文化站。 ：i一．．’

，，’

一。
⋯1

12,9187'25日，首次召开沅陵县文艺工作会议，各区：乡农村

，．，‘ 。；剧团负责人；幻灯人员、“民间艺人共60人参加：讨论戏曲改革，：， !：
： ’j i

j’|二．一， L．|．0、一-，f
7

o-，～+o∥。‘0”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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