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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

峰县城乡文化艺术概况

王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 ， 峰县城乡的文化

艺术生活 ， 是非常匮乏的 . 当时 ， 能 占领

域乡文化阵地的 ， 在峰县城里 ， 主要是京

剧 ; 在农村， 主要是民间戏曲"拉魂腔"

( 柳琴 ) 。京戏是 "阳春白雪没有文

化和欣赏水平 ， 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它的

活动阵地，主要在峰县城里 。 我十一二岁

的时候 ( 1 933一1 934 ) ， 就在峰县西关门

外一个国民党慈善机关办的" 育幼院" ( 就

是关帝庙 、 也叫山西会馆 ) 上小学 。 靠育

幼院操场南头的戏楼上 ， 经常唱京戏 ( 大

概 这是峰县城里唯一的演出场所 )。 育

幼院操场成了观众厅，一天到晚络绎不断 ，

如同闹市. 育幼院的学生，由于上课都不

准看戏 : 就是在下课后偷偷去看一眼，也

不知道唱得哪一出。可是当时有个叫彼客

串的 "戏子"很有名 ， 只要贴出她的戏报

去 ， 观众就更多了 。 育幼院门墙上全是戏

?匠 彼客串 " 三个字写得特别的大。 由

于她有名 ， 下课后我们学生也偷偷到戏台

前看看她。 此人也不过十六七岁。她在戏

台上做戏 ， 她的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师 (也

可能是老板 ) 端着茶壶在身后伺候她。

但是，京戏(老百姓叫大戏)在农村

活动却很纠见，主要是看不懂、听不懂.

记得有一年，阴平跟前的四山子逢四启初

一的庙会，听说请来了大戏。我那时十四

五岁，也跑去看热闹.可是到戏台底下一

看 ， 真正聚精会神看的寥寥无几 。 人们大

部看上几眼， 就去赶会去了 .

申
·

然而拉魂腔"倒是为广袤农村群

众所喜闻乐见。农村百姓，不仅对它能看

懂听懂，而且大都会唱。 农t之余，他们

都会情不自尽地唱起 "拉魂腔"来。

一年秋天 ， 正是大忙。一对年轻夫妇

来我们庄 ( 小韩庄 ) 唱 "拉魂腔'\画一

块平地 ， 就着地摊就唱起来了 。 夫妇双双

也不换装 、 又不用道具、只用一幅红布扎

一朵大花，顶在女人头上就开场演戏。丈

夫给她自己戏 ， 还得怀抱琵琶(弦子)登场 ，

→面弹弦 ， 一面作戏 ， 招引得百姓全庄出

动 ， 就连那些黄花姑娘，也恋恋不愿离开。

" 拉魂腔"成了峰县农村独一的花朵.

在峰县 ， 除了这两门主要艺术之外 ，

我还看过跑马卖解 ( 杂技 )、 唱响马传 、

说 "武老二"、 豫鼓坠 、 拉i羊片、 玩葫芦

头 ( 木偶 )、 变戏法 ( 魔术 )、 瞎腔等等

的艺术形式 。 不过这些艺术 ， 多活动在城

镇 、 集市 ， 有的 ( 配瞎腔 ) 有时也到农村

来 ， 但是罕见.

一九三八年春， 日本兵进了峰县城.

抗日的烽火燃起 ， 就把这些艺术 给 埋

没了。 接着 ， 抗 日的"文明戏 突然便

萌发起来.

一九三九年春，八路军]一五师捷进

鲁南，带来了"战圭剧社它二百仪能演

话剧、歌剧，还兼演有新，内容的地方戏

曲. << 老太婆觉悟》在鲁南的演出，给鲁

南的党政军民很大的启发 。 在 "战士 剧

社" 影响下， 军队和地方纷纷成立起剧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从三句半到拉后腔

吕冰

清朝嘉庆中期，峰县西部陶宫附近，民间在运河号子的基础上，自发的形成一种新

的曲艺形式一一三句半.

三句半，也就是一人唱三句半、后半句众人帮和、帮腔深i军，变化多端，帮腔人数

不限。既无弦乐、也无打击乐，只是干唱一些农村生活小故事。一不要钱 ， 二不要粮，

唯图从中取乐。每年秋后 . 或逢年过节，艺人自发的云集一起，在孙楼、 李村 欢聚一

堂。然后，组班演出，喜庆有余。多在临近乡村演唱.扎根于民，深获民心， 方圆 十

里，争相观望。当时的代表人物一一华继云、华继方等.

咸丰年间，从北山里来了两位老艺人，一位名叫高二， 人称高老板(约60岁) ;一

位外号叫八戒 ( 约5 0多岁 ) 。这二位步入孙楼、 李村，招徒传艺、教唱锣鼓镜子，从此

唱三句半的艺人改唱锣鼓冲子。

后来，此地天灾人祸濒起，高二、八戒返回.到苏楼改学拉后腔，成就后又回到孙

楼 、 李村教唱. 华继云、华继方是他们的得意门生。 从此，拉后腔这一剧种，在峰县西

部和运河两侧，缓缓的扩散开来.

这是枣庄市中路柳琴的根基.

从打乓乓到拉后腔

吕冰

清朝道光年间 ， 邹县南端，滕县北端交界处，盛行一种神戏、又谓 挨磨戏， 每逢

佳节 、 还魂许愿，儿婚女嫁，凡是喜庆之事 ， 总要请来神戏艺人演唱一通.

演唱只须一人，闭上双目 、 双膝盘坐、口吐唱词、摇头晃脑，一手挚羊皮鼓(或狗皮

鼓 ) ，鼓把系有九只连环，不时晃动、哗哗作响:一手拿棒， 长棒击鼓二十三下，短棒

击鼓八下，像念魔一样表演，这种表演形式，群众称之为打乓乓J

威未年间，拉后腔相继传入，打乓乓被溶解、软化.稍后形成拉后腔.多数打乓乓

艺人改唱拉后腔，直至解放前夕，仍有打乓乓艺人演唱，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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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小说创作势头兴旺

姚奇

以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和血战台儿庄的战场闻名于世的山东省枣庄市文革"前在

小说创作上是一片不毛之地，十年动乱中只有一位工人作家李向春出版了《煤城怒火》

等两部长篇小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这个地区的小说创作，由一派荒寂转为生

机勃勃。不论是创作力量，还是作品数量，都十数倍 . 数十倍地超过了解放后到三中全

会前三十多年的总和占其质量的提高更是今非营比.

据一九八三年以来的不完全统计，这个地区的作者在全国各省、市文学期刊上发表

的短篇小说已达二百余篇 ， 其中李向春的《胸怀》获煤炭部文化宣传基金会颁发的文学

创作一等奖 ， 毕四海的《白云上的红樱挑》获《山东文学 》 优秀短篇奖 ， 王金年的《 各

领风骚 》被《作品与争鸣》作为佳作推荐。

一九八四年后 ， 这个地区的中篇小说创作呈崛起之势， 相继发表了毕四海 的《银

狐)) ( 载《 飞天)) ) , ((石乡)) ( 载《小说界)) ), ((亚圣六十八)) ( 载《 山 东文

学)) ) ，王金年的《市委书记 ( 载《 中 国)) ) 、《周末，在市委书记家里 )> (载《山东文

学)) ) ，钟海城的《我的朋友叶杨 )) ( 载《柳泉)) ) ，姚奇、四海、山 民、化玉的《民

国第一案 )) ( 载《小说界>> ) ，顾冰的《雨丝>) ( 载《飞天>) ) ，王广金、顾冰的《夜

幕下有两个女性>> ( 载《风流>> ) ，文11开允的《换嫁 >> ( 载《章回小说>> ) ，四海 、 生

昌义的《黑泥>) ( 载《小说界)) ) 。这些中篇 中， ((民国第一案 》由《文汇报)) ((新华

文摘》发了故事梗概， ((南京日 报)> ((传奇文学选干1])) 转载了全文或部分，并由 剧作

家 、 曲艺家改编成戏剧和曲艺((党委书记》由《新华文摘)) ((青海日报》和不少地区

的矿工报转载了全文或部分 ， 并获团省委颁发的 "益友"文学奖((周末，在市委书记

家里l ))获《 山东文学》举办的蒲松龄金像奖三等奖。

在中短篇创作喜获丰收的同时 . 长篇小说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青年作家钟海城三年

中连续出版了《小楼昨夜)) ((天街女儿梦》两部共约七十万字的姊妹篇 ， 其《天街女儿

梦 》获共青团山东省委颁发的"益友" 文学奖。青年作家毕四诲的长篇《风流少年》由

春风出版社出版其第二部《黄魂》在《青年报》连载发表 ， 并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题

了书名。工人作家李向春的《 卧龙镇》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并在市广播电台播讲。

《民国第一案》也扩展为长篇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在已脱稿、付梓或与出版社签

订合同的长篇小说还有数部，将陆续问世。

现全市在地市级以上期刊上发表过小说的作者已有三十余人。 其中一人被批准为全

国作家协会会员 ， 二十人被批准为省作协会员 ， 其余为市作协会员。尤为可喜的是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是二 、 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起点高 、 路子正、 干劲足、进步快，勇于探

索 ， 勇于创新 ， 活力很大。钟海城三中全会前是电厂的青年工人， 他文学征途上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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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 庄市的音乐舞 蹈
韩承祥

第一章枣庄市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

第一节 枣庄市的民间音乐

( 一〉 民族民间乐器和器乐曲
/ 

J , 

枣庄市的民族民间乐器有笙 、 管 、 笛 、琐呐 ( 铜抨 、 木抨 )、 大喇叭、 土柳琴、 软

弓京胡 、 坠琴 、 二胡、板胡、筝、陶顷 、 云锣、铜鼓、镜、 编钟、编磐等. 其中土柳琴

(俗称土琵琶) 是道地的鲁南 "土特产" 。土柳琴是现代柳琴的祖先. 用桐木挖 制而

成 ， 两根弦 ( 纯五度关系 ) ， 音~~仄， 音色饨 ， 很有地方音乐特殊韵味儿.

枣庄市及整个鲁南地区有民间器乐曲几百首之多 。 可分为三类 : 真正的独奏曲 、 戏

剧牌子曲和民歌变奏曲。主要代表曲目有:软弓京胡独奏曲 《 百鸟朝凤)) ;坠琴独奏曲

《 三翻)) ; 管子独奏曲《十样景)) . ((一枝花》 、 《纪仙曲)) ;笛子独奏曲《小挑

红》 、 《 摆晏曲》 、 《柳叶金)) ; 晚呐独奏曲《敬贤宾》 、 《 咬句子》 、 《欢乐歌)) ~" 

《繁调子》、《 蔼花飞》 、 《六调五五 》、 《 百鸟朝凤》 、 《 采茶歌》 、《四 来》、

《 民间套曲八音 》等。 另外还有咔戏音乐、寺庙音乐 、 天主教弥撒民间吹奏乐 ， 锣鼓经

等等 。

从乐曲和演奏风格上区分 ， 枣庄市的民间器乐曲有南路 、 西路和北路之别。 南路讲

究气势，处理曲子干净利落，一气呵成。例南路艺人孙景河吹奏的《猛-截》 就很典

型:西路则注重韵律。如张宗实吹奏的笛子曲《摆晏曲 )) ， 甜美雅致 ， 似清风流水;北

路更着意于内在情感。如戴龄仁吹奏的管子曲《欢乐歌 )) ， 日员呐曲《落花飞》等， 感情

饱满 ， 催人心弦。

全市有民间乐手五、 六百人 ， 高手济济 ， 主要代表艺人有 : 软弓京胡演奏家 宋 心

田;管子演奏家郭传家 、 戴岭仁 ; 笙单:奏家蔡广申; nJJt呐演奏家牛允海 、 孙玉震 、 戴宗

仁、 崔怀义 、 戴宗伦 、 张宗实 、 孙景河 、 孙景田 、 刘志全 、 张红才 、 张子银 、 田厚义 、

魏永刚、 姚福海等。

乐班 ( 主要指喇叭班 ) 是民间艺人营业性的组织 ， 全市大约有一百六十多个. 乐班

的组成和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 一般人数在四 、 五人左右 ; 如有大的排场，几个乐班可搭帮结伙:

2 、 人员关系有两种 : 师承的 、 亲属宗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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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的曲艺艺术

韩承祥

第一节 曲种曲 目及曲艺艺人

枣庄市固有的曲种有:山东快书、 评词、小鼓、大鼓、渔鼓、坡西花鼓、吊点子花

鼓、花棍 、 锣鼓冲子、 落子、柳琴 、 滕县花鼓、锣鼓冲子、打乓乓、四句腔、 溜山腔

等。

外来曲种有淮海大鼓、河南坠子、山东琴书 ( 南路 上 相声 、 三弦钱子书、 快板

书、快板、皮影等 。

1 、山东快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枣庄市薛城区是山东快书的发源地:沙沟镇戚庄村的戚永立是山东快书的创始人 ，

实属正宗。

戚永立原本是说大放出身 ，平时喜武 ， 因此在演唱曲 目上多以武戏见长 。

一八九八年左右， 戚永立请来文人 ， 共同把《水浒》中关于武松的事绩 ， 演义编写

成唱词 ， 成为独立的段子 《 武松传 》。书中的武松形象是一个高大豪爽、 见义勇为的英

雄;又因武松排行老二，所以，当时的老百姓把说武松传的称之谓 "说大个子的" 或

"说武老二的 " 。

为了把这种演唱形式传流广大， 一九三0年左右 ， 戚永立开门招徒，李学义 、 王元

巨 、 李元道 、 李元路 、 李元财 、 高元钧等都是他的弟子。

一九三八年 ， 戚永立带领全家和弟子到郑州、武汉、上海等地演出，从此名 声 大

震，人送绰号 "震三江老艺人赞他"走到哪里都响个山崩地裂"。

戚永立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完美着这种艺术形式:去掉了竹板，只用钢板伴

奏。

解放后，这种演唱形式被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 ， 承着戚永立的凤愿 ， 将山东快书这种"下里巴人"艺

术搬上了大雅之堂，推向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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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的杂技艺术
韩承祥

第一节 杂技的兴起与发展

1 、 建国前的杂技状况

枣庄市的杂技艺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都是由外地传入，节目比较小型化.演出

形式以地摊式和广场式为主，很少有舞台表演。地摊式以一至二人的徒手表演为主，如

杂耍、戏法、 气功、 吞刀、 吞火、 鼻窍钻蛇等;广场式徐称"跑马戏表演节目比较

大型，以表演马上功夫为主 ， 如飞身跃马，锺里藏身，海底捞月 等.另外，还有训养的

各种动物表演，如猴子 、 狗、蛇等小动物.

建国前，枣庄地区的杂技表演团体是由家族式的师承关系组成的，人数多少不等 ，

从几人到几十人。 如台儿庄区的杂技世家田、梁两大家族就有几十口 ;而滕县的胡灿

章、狄金浮二人均拜卸县的张兴芳为师 ， 学习小型杂技魔术，师满后收徒较少，只在农

村集市撂地演出。 象这种由几个人组成的杂技演出团体，全市有三十多家。

近百年来，鲁南地区一直比较贫穷藩后，杂技艺人只是为了献技糊口，更加上杂技

艺术上的封建宗派的隔核，艺人之间在技艺上相互封闭，如此种种原因 ， 至使枣庄地区

的杂技艺术从未呈现过大的繁荣。

建国前，群众性的杂技活动也偶而有之。旧历的初一至十五的狮子高晓龙灯会上 ，

往往间杂一些杂技节目 ，比较有影响的是当时中兴煤矿举办的"四蟹抢船 这个节目

是由矿警队的左冠军导演 、 演员均为其武术门弟史忠廉 、 戴长轩、 孟昭祥、孔庆平、聂

怀增等人担当。节目表现四蟹一一虾精、蛤蚌精、鲤鱼精、毒精为了争夺船上的美女而

相互格斗，最后由老渔翁一网打尽。表演中， 每个演员都必须做出各种不同的高难度的

武术杂技动作。

建国前 ， 来枣庄地区演出的正规杂技团体屈指可数。

一九三0年至一九三二年，北京著名的韩敬文杂技团两度来枣庄地区演出， 演出节

目有《炮打活人》、 《 空中悬人》、《 锯刺活人》和走钢丝，踩木球及各种小魔术数百

个。技艺精湛，大受欢迎。

一九三三年，上海的胡安邦杂技团来枣庄演出，表演节目有吞火， 吞炭， 吞液化锡

等。观众大开眼界，叹为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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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电影发行就映公司的演变与发展

白立中

随着市行政机构的演崔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枣庄市的电影管理机构，由过去仅有几
个人的电影中队建立起来的电影管理站逐渐演变为目前拥有48人 ， 担负全市五百多个放

映单位的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1959年当时归属济宁地区管辖的峰县共有三个国办电影队 ， 设立电影中队部，林辉

同志任中队长。

1960年峰城改为专辖的枣庄市 ， 相继迁往枣庄，电影中队改为电影管理站 、 地址设

在现市招待一所南，老锅厂内，和文化馆同院，共有人员七人 ( 包括修理人员 ) 。 张积

惠任站长，负责管理三个国办队， 一个电影院 ， 还有二个社办电影队 ( 西集和涧头 ) , 

枣庄电影院设在三角花园南路西 ， 该有职工五人 ， 林辉负贡 。

1962年县级的枣庄市改为省辖市后 ， 电影管理站调正了主要业务人员，共有职工 9

人在职责上担负 16 mm 影片的发行 ， 对工矿系统俱乐部的管理和排片。 1963年底和济宁

电影公司影片分家 ， 我市调入 150多个拷贞 ， 建立了影片仓库。张积惠同志调出， 李 广

法调来任管理站站长 。

19ô4年枣庄彤院和合营的新华舞台合并为枣庄悲剧院，归属市文教局领导 ， 本年全

市共 1 7个放映单位 ， 发行总收入为七万元。

1 965年省公司拨款五千元，让建影片仓库， 在六合街北口建起七间房屋 ， 作为官·理

站办公地址。同年电影管理站改为枣庄市电影公司。

1966年电影公司共有职工 10人，放映单位 21个 ， 全年发行收入 8 万元。" 文革"

后， 业务工作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1 9 7 0年电影公司招收六名职工充实修理组。 197 2年修

理组共 8 人并到机械局领导的机床维修站。

197 4年卢i 拨款三万五千元在三角花园南盖起半园楼一座 ， 公司搬进新楼。本年公司

职工 1 5人 ， 放映单位55个， 年发行收入-1-一万元 。

1976年 4 月悦王壁同志从薛城调至电iE公司任书记。 1977年 2 月因车祸去逝。 1977

年底孔庆安、 段以音同志被市委组织部任命为副经理 。 197 8年李广法同志被市组织部公

宣布为副书记兼副经理 1亥年公司共有职工 19人 ， 共有放映单位 1 2 7个， 全年发行收入

为八十五万元。

1 979年豆王占福同志 L副部队i专业安Jjj: 也 )i6公司任书记 ， 问年J!奈县合并归属枣庄市 ，

公司人员增至23人 ， 放映单位增至221 人， 全年发行收入完成 1 5 3万元。

198 1 年也怒公司新盖办公楼一处 ( 在振兴南路 ) 十月搬入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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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 市图书馆

李克同

枣庄市图书馆的前身为峰县图书馆，建于1956年 1 i 月。后随行政区划 ， 于 ! 9 60年改

称为枣庄市图书馆。 1964年开始筹建新馆. 19ß6年新馆建成开放不久 ， 开始了"文化大

革命" 。十年浩劫使馆藏图书大量损坏和丢失 ， 一些珍贵图书资料至今缺藏。粉碎"四

人帮 " 后 ， 拨乱反正， 恢复了枣庄市图书馆的本来面貌。重新清理图书 ， 调整了目录 ，

发展读者队伍 ， 工作有了新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

济及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新形势 ， 枣庄市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整顿，调整了业务机构 ， 加

强了业务建设.

i乞今 ， 枣庄市图书馆已发展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市级公共图书馆 ， 成为全市文献

资料收藏、 传播交流的中心。现有工作人员 30人 ， 设有办公室 、 采编部 、 外{背部 、 辅导

部 、 阅览部四部一室的管理体制。担负着本市的图书资料借阅 、 参考咨询 、 传播信息的

任务。藏书量已达二十二万余册 ， 中外文期刊七百六十余种，各种报纸六十余种。馆舍

面积 1040平方米 。 直接为读者服务的场所有.社会科学 、 自然科学 、 少年儿童三个阅览

室，设有阅览座位 190个。 为方便读者借阅图书 ， 查寻资料 ， 还设有一个外借处 ， 一个

资料查寻室 。 为保证藏书的完整 ， 设立了基藏书库 ， 为更好地开展图书馆工作提供了有

利条件。 本馆采用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组织藏书 ， 备有分类目录 、 书名目录两种

共八套 . 平均每天来馆的读者达600余人次，坚持长年开放 ， 每周开放时间为69小 时。

为了做好为科研生产的服务工作，图书馆开展了跟踪服务活动 ， 主功到生产 、 科研部门

了解情况， 有针对性的提供资料， 最大限度的发挥馆藏作用 ， 受到有关部门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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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清末及民国时期群众文化

李建国

一、老戏园子

创建于清宣统二年。创建人: 冯广成， 滕县人。 为当时唯一的京剧班子。垮于日寇

侵入枣庄沦陷时。

至今原址巳为居民区 ， 仍以老戏园子命名 ， 堪称我市艺坛遗迹.

二、民众娱乐场

创建于一九三二年。创建人 : 张桂兰 ( 枣庄人 ) ， 位于今南马道东首路北 ， 占地面

积约十亩。场内分设"鲁南京剧院"、 "豫剧院"、 "柳琴剧院" 、 "砸扬琴" 等 ， 飞此
外还有山东快书 ， 北京相声演出场所和江湖拳术、医 卡星相、杂技魔术等等 ， 日夜开

场 ， 络绎不绝 ， 其热闹盛况形似北京旧时天桥。

民众娱乐场垮于日寇侵入枣庄沦陷时。

三、 中华舞台

创建约在一九三一年间，创建人为姚门山，原址前期在今南马道东段路南，后迁于

南马道西段路南 ， 该园亦属京剧戏班。

中华舞台垮于日寇侵入枣庄沦陷时。

四、工人俱乐部与职员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为枣庄煤矿官方所办 ， 工作人员有教师康小二 、 赵真龙 ( 满族 ) 等 几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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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剧 院
孙兰生

枣庄市彭 、 剧院 ， 厂矿俱乐部 ， 农村乡镇影剧院 ， 截止 198 6年统计八十七处 ， 其中

市区九处 ， 区县驻地十三处，厂矿俱乐部十九处 ， 农村影剧院四十六处 。 建筑年份 、 座

席 ， 驻地 ， 主管单位附表如下 z

市区 影 剧院

fb二3p 称 建筑年份 座 席 所 在地址 主 管 单位

枣庄剧院 1957 11 01 中心 街 市文化局

枣庄 影 院 1962 1000 胜利 路 市文化局

十 里泉影院 1979. 9 1149 塔珞埠 市文化局

枣 矿俱乐 部 196 1 1329 枣庄煤矿 矿 工 会

工人影剧院 1980 151 5 文 化 路 市工 会

光 明 影院 1979 131 2 青 植 路 山亭区文化局

商业 俱乐部 1979 1140 解放北路 商业局

~ 

政 府礼堂 600 解放中路 市府办

枣矿 机厂 1978 979 机 厂 矿 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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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沿革

枣庄市文化 局

枣庄市文化局初建于 196 0年 2 月 7
日，建局时编员为五人，设局长一人，副

局长一人，科员三人。
局址 : 枣庄市委大院 ( 现中心街枣庄

矿务局劳动服务公司 ) • 
市直属及业务管理单位 :
市文化馆、 市图书馆.市电 影管理

站 、 市予剧团 、 柳琴剧团 、 杂技队 、 曲艺
协会、 新华舞台 、 枣庄剧院及新华书店。
并组织 、 辅导农村乡镇群众文化。

1962年 5 月至 1 970年 1 月市府决定文
化、 教育二局合并，设文教局 ， 局设五个科
室。其中文化科设科长 1 人，办事员 6 人。

局址:仍在原处办公。直属单位增设
戏曲研究主 . 剧场管理委员会 ， 曲艺厅 、

新华弈台改建东方红影院。
1968年市革委政治部组织组决定建枣

庄市宣传站。 1971年市革委政治部 ( 71 ) 

71 号文决定撤销枣庄宣传站 ， 恢复原建制。
1971 年 10月 22 日经市委常委研究同意

建立革委文化局委员会。同年11 月 27 日 中
共枣庄市委员会第5 5号文决定组建市文化

局党委.
1978年市文化局正式设科室，即政工

科 ， 文化艺术科、行政科、 戏研室 . 三合
街44号为局办公地点。 1 981 年 9 月 局址搬
迁解放北路82号。

1982年改设科室.局设组宣科、文化

科、艺术科、行政科、 戏剧研究室 . 机关
工作人员 28人.

1984年 8 月文化局机构改革 。 局设政

工科、文化艺术科、办公室。编制人员 20
人.市直单位:电影公司 、 群众艺术馆、

市柳琴剧团 、 予剧团 、 枣庄剧院 、 枣庄影

孙兰生

院、十里泉影院、图书馆、 博物馆、 杂技
艺术团 ， 曲艺队 、 文化局幼儿园，劳动服务
公司。干部职工392人 ， 其中干部 1 5 9人 。
附: 枣庄市文化局领导干部更迭表 z
姓名职 务任职时间

孙铭聚 文化局局长 1960 , 2 一196 2 ， 9 
金韶华文教局局长

1962 , 5-1970 , 9 
孙初敬 文化局党委书记

197 1. 3- 1972 
史 杰 文化局

副局长 197 1. 3 - 1974 
安林 文化局

党委副书记 197 2.-1974 
孙文锋 文化局

党委副书记 1971 , 11 - 197 5 , 9 . 

孙文锋 文化局党委

书记 、 局长 1975 .9-
王 中 文化局

副局长 1977 -

王 中 文化局

副书记 1978 .4 -

杨俊英 文化局

副局长 1978 , 8 - 1982 , 5 
王昌儒 文化局副局长

副书记 1981 .9 -1984 .8 

姜学文 文化局

副局长 1981. 9 -1984 . 8 

范宗平 文化局

副局长 1984. 4 一
王广才 文化局

副局长 1984 .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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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区

I扫兴公司时期 f电}司机关，中兴学校

和辅仁医院逢上年节，有时搞些小型的文

体活动 : 打篮球 、 赛跑 、 唱京戏 ， 只有职

员和学生参加。

-九五六年建立枣庄矿务局 ， 中国煤

矿工会枣庄矿区筹委会相应成立 ， 体育协

会和分管文艺的文艺部也随之产生 ， 把文

体活动排在日程上 。

文艺生活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矿区的文艺生

活比较活跃，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文艺

团体 ， 配备了专职人员，培养了一批文艺

骨干 。 不但文艺演出成绩显著 ， 而且创作

出受到称赞的文艺作品，对丰富矿区的文

艺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文艺会演

为迎接一九五六年全国煤矿第一届职

工业余文艺会演，矿区工会筹委会发出选

拔优秀节目的通知 ， 于七月三日在陶庄煤

矿会演。选拔了话剧《新局长到来之前》和

相声 《 赶任务))， ((找对象)) ， 表演唱

《 傻大波)) ，以及笛子独奏参加全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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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演员十一人。岳宗塑的笛子独奏获一

等奖。吴主祥编 、 韩芳看二 、 王 i在海说的相

声《赶任务 )) ， 官文芝的表演唱和《 新局

半到来之前》均获二等奖。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矿区组织了三十

二人的代表团 ， 孙桂田领队。到北京参加

全国煤矿文艺会演。带去歌曲 、 舞蹈 、 快

书、相声 、 乐器独奏小戏剧七个节目。 张

德惠的二胡独奏《空山乌语)) ， 赵仰贤的 Uyt

呐独奏《百鸟朝凤)) ， 范秀莉 、 郭俊川 等的

黄梅戏《煤矿工人颂》获得优秀节目 奖。

还获喷气式奖旗一面 ， 奖状-张 。

一九六O年 ， 矿区的张德惠，国存安

代表济宁地区参加山东省代表团 ， 赴京参

加全国职工文艺会演。受到毛主席 、 文IJ 少

奇 、 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Í1五八年十一月 ， 矿区组成曲Z代

表队参加济宁专区曲艺会演。韩芳春、 王

振海合说的相声《对春联)) ， 韩承河的山

东快书《徐浩义》和胡里郎的山琴书 《 挑女

婿》自编节目， 获总评第一名 。

矿区文艺代表队 ， 曾在一九六三年 ，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等四次代表枣庄

市，出席山东省举办的群众歌舞剧《 两代

矿工)) ， 王少昌谱曲的《庆丰收》 、 《 夺

女婿》得奖。王凤珍 、 牛焕云等人的柳琴

小合唱 《 两千飞矿工》披上海唱片社录音培



片。王少昌 、 陈占1育合作的女声表演唱

《 人换思想地换装》选在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 《歌曲集》 里。

枣庄矿的韩承河说了全部山东快书

《 武位传 ))，还说了全部评词 《 桥龙前. )) 

深受矿工的喜爱。

为搞好文艺会演 ， 矿务局还专门成立

会演处， 负责安排节目和组织演出经验交

流。规模较大 ， 演出质量较好的是一九六

四年和一九六五旱的会泊 ， 局属单位都派

了代表队 ， 多数节目自编白 白 ， 参加会沽

人员五百多人，会;负节目四十多个 ， 一天

三场演出 ，五天才会演一遍。评比组评出

优秀节目和优秀表 、 导演者 ， 发给奖状和l

纪念品。好的节目组织巡回汇报演出。

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七一年、七二

年，也搞了文艺会演 ， 以样板戏、大唱革

命歌曲为主 ， 相声、山东快书和其他艺术

几乎绝迹 。 文艺活动遭受挫折 ， 文艺骨干

遭到摧残。七三年会演时，大家对枯燥无

昧的歌叹和唱，抓了的样板戏产生厌艇 ， 就

注重节目的艺术性和形式多样化 ， 舞蹈

《文电工》 、 相声《我爱这一行》 、 民乐

合奏《山区迎来幸福泉)) ( 王少昌由 )和季

洪亮的笛子独奏 《送琅路上 》 被选为出席

山东省曲艺会出的节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矿区的文

Z会演趋向正 ';; ~. 。节目内容和艺术性运渐

丰富提高 。 局、ι，去文艺宣传队演出的节

目 ，有六个;;1史评为枣庄市的优秀节目 ， 有

两个节 目t:加省调演 ， 一九八三年四月 ，

十一个单位的代表队参加了矿区十届职工

业余文艺会演 ， 三百二十名业余演出者 ， 多

数是青年 。 演出八十多个节目，评选了二

十-个优秀创作节目 ， 三十一个优秀演出

节目 ， 发了奖状和奖品 . 五十多名表演者

受到表扬。尤其枣庄矿 、 山家林矿和柴里

矿的代表队 ， 演出水平高，被评为优秀演

出队， 并组织三个队到矿区作巡回演出 。

一九八三年初，矿区举办了广播歌咏

比赛大会， 演出节目五十七个， 参加人员

六百多，反映甚好。

一九八三年春节 ， 矿区工会下达了春

节期间开展文体活动的通知。 有十一个单

位， 组织了春节文艺联欢晚会，有七百五

十人登台表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一九八三年秋 ， 曾文樵带枣庄矿区文

艺代表队， 到去1]'汶矿区参加山东煤矿系统

举办的职工文艺邀请演出 ， 成绩较好。

文工团 、 业余剧团和文艺宣

传队

一九五六年选拔了文艺代表队进京参

加全国会演后 ， 矿区对文艺活动 引起 重

视。一九五九年五月 ， 在枣庄煤矿和陶庄

煤矿各办一所业余戏曲学校 ， 分批培养了

一些曲艺 、 唱歌 、 乐器和戏剧表演人材 。

以他们为骨干，枣庄矿和陶庄矿成立了

业余剧团，其他矿也分别成立业余文工

团。 f找到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演出 。 陶庄

矿各工区还成戏剧小组 ， 班前 、 班后部有

小型文艺节目 7f~i 出。

矿区文艺活动日益活跃，职工对文艺

活动的~求也亩，遵照局党委决定 ， 于一

九五九年十二月成立枣庄矿务局艾工团 。

团长钟文科 ， 指导员徐长杰 ， 继任张林

香。 全团四十四人。 演员从矿区各单位艾

艺积极分子中挑选。

一九六0年五月 ， 文工团排演了歌剧

《 珍珠墙)) ， 参加山东省践矿系统会演，

获得演出一等奖。 X'lJ继华和邓玲伦的独唱

分获二等奖。

局党委对文工团特别重视，不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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