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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剑川文化事业发展步伐的思考

(代序一)
’

李如珍

沐浴着改革开放时代春风，<剑川I文化志>经审定，现由云南民

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经有关部门评审认为。其“资料翔实，详略得

当，特点突出，文笔流畅，是大理州各县文化志中较好的j部。”<剑

川文化志>的出版，有如一朵烂漫的山花，为繁花似锦的中华方志

园增添了光彩；为素有“文献名邦”之称的剑川谱写了文化新篇章。

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费孝通在百忙中欣然为<剑JII文化志>题写了书名。真是可喜可

贺，谨向费老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JII文化志>是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纂而成的

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它具有“资治、

存史、教化”的功能，是一项服务当代，造福后世的文化建设系统工

程。它如实地记述了剑川I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掩卷遐想，

得益匪浅。现就如何加快剑川文化事业发展步伐问题略陈管见。

一、要抓好队伍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良好的文

化环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力发展。 ．

良好的文化环境的形成和文艺事业的发展不但要依靠各级党委、

政府的正确领导，而且要充分发挥文化队伍的作用。因此，一是要 ．

加强文化队伍的思想建设，不断解决好文化工作者如何主动、自

觉、积极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二是要加强文化队伍的业务建

设。要充分认识业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工作效率和效益的发

挥。目前，我县文艺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为此要采取在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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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互帮互学和送出去培养相结合的措施，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整

体素质明显提高，解决好青黄不接的问题。 ·

二、要抓好精神产品的创作。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知名度

和文明程度与精神产品的创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多年来，剑

川在继承、弘扬、发展民族民问文化艺术传统方面取得了优秀成

绩。出色地完成了抢救、整理56个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被

列为艺术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日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任务，出版

了12万字的民问文学集成县卷<石宝山的传说>、<石宝山白曲选>

(1--9集)、16万字的<中国民问舞蹈集成剑川县卷>，还编写出<剑

川民歌集成、曲艺音乐集成、吹吹腔音乐集成资料卷>。白族画家

杨郁生、何佩珍的多幅作品在国内外发表；张文的音乐论文多次入

选全国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戏剧曲艺创作在省州均有影响；文化

工作者创作的剑川东山白族打歌<肖拉者>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参

演并获奖；阿鹛艺术团曾两次代表白族分别参加了在杭州和山东

举办的全国’94、’95中华民族风情艺术节的演出活动。他们在广

大农村演出的剑川吹吹腔(石宝姻缘)、白语剧<只生一个好>等节

目倍受群众好评．对全县的精神文明建设和计划生育等工作起到

了鸣锣开道的作用。但是，精神产品的创作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

挖掘，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充分调动文艺工

作者的创作热情，鼓励他们不断深入生活汲取营养，创作出无愧于

我们时代的文艺精品。力争在两三年内使我们精神产品创作的质

量和数量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

三、要抓好阵地建设。历史悠久，遐迩闻名的石宝山歌会，每

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看民问歌手对调赛歌。为使歌

会上规模、上档次，更好地繁荣民族文化．更好地发挥民族传统节

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县委、县政府决定投资兴建赛歌台，并

于1996年正式投入使用。县城“景风公园”是集历史文化、珍责文

物、风景名胜、革命传统教育为一体的风景区，景区内的“四·二”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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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纪念地已被州委、州政府列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受资

金所限，景区的“张伯简事迹陈列室”只作了维修，应多方筹集资

金，力争在三年内建成“张伯简纪念馆”。日前，县文管所所藏文物

共483件，为充分发挥这些所藏文物的作用，力争在三年内建成县

级博物馆。认真规划并抓紧实施，力争三年内建成县城新区“文化

娱乐中心”。做到文化建设与县城新区建设同步进行。

四、要抓好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只有与经济、旅游、教育和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等工作有机地结合

起来，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一

1、图书资源的开发利用重点要瞄准边远贫困山区。要针对贫

困山区农民盼科技，渴求精神食粮的客观实际，将图书服务的重点

面向广大山区农民，在五年内实现贫困村都建有图书服务点，形成

山区图书服务网络。 ．

2、文艺资源的开发利用重点是面向广大农村，并向企业、旅游

业、职业技术学校等不断扩展。积极推动农村文化及企业文化、校

园文化等的发展。

3、文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要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剑川旅

游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一批以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钟山石窟

为首的全国、省、州、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加快开发利用文物

资源的步伐，必须抓好这些文物景点的保护和建设，让游客游有佳

游，游有去处，游得开心，留下来住。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和

经济效益。 ．

读了<剑JII文化志>，真是感慨万千，上述“思考”仅为抛砖引玉

的一家之言。的确，<剑JII文化志)是剑川石窟文物的权威记载，白

族风情的真实描述．民问艺术的生动画卷，文化历史的全面记录。

值得收藏，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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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家成

剑川素有“文献名邦”之美称，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据海门

口出土文物证明，距今约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和繁衍

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着我们民族的古老文化。开凿于唐宋时期的

民族艺术奇葩——石钟山石窟可以证实，剑川与中原地区早就有

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剑JIl各族人民在这

纵横2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世代相袭，男耕女作，用勤劳的双

手，用智慧的汗水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有风格各异

的各民族民歌、白族“本子曲”和“吹吹腔”、绚丽的各民族民问舞蹈

和动听的民问故事传说等。它们犹如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宝库

中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格外引人注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

革开放的十多年中，剑川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

发展和艺术创作的繁荣，把它作为推动剑川I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切实加强领导，使全县文化艺术事业得到迅猛的发展。

县文化馆、乡(镇)文化站积极组织群众开展业余文化活动，努

力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县专业文艺团体经常上山下

乡，创作了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文艺节目；县图书馆地方藏书资料

丰富，积极利用图书资料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县新华书店努力搞

好图书发行工作，年上缴利润成倍增长；县电影发行放映事业蓬勃

发展，电影放映普及全县；文物保护工作逐步进入科学管理的新阶

段，逐年修建起石钟山石窟文物保护房．石宝山迎来了一批批中外

游客。县、乡、村三级文化网络已初步形成。剑JiI文化艺术事业逐

步走上多侧面、多功能、多效益、多内容的文化发展新轨道，在社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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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剑川文化部门在抢救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文化工作者不辞辛劳，深入山区，把恢复和发展白、彝、僳傈’、

纳西等民族的传统节日活动当成弘扬民族文化。融洽民族关系，加

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来抓。文化工作者还积极参加’了声势

浩大的抢救整理56个民族几千年文化遗产，即全国艺术学科重点

科研项目十大集成(志)的编纂工作。己编写出音乐、舞蹈、民间文

学等县卷，多次受到文化部、国家民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及省文化厅、州文化局的表彰。

多年来，文化部门经常开展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县、乡文艺汇

演，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文艺人才脱颖而出，活跃在全国、省、州文艺

舞台上。在省、州举办的各种文艺调演中，有很多文艺节目获奖。

白族歌舞<肖拉者>、<喜悦)，吹吹腔小戏(上门求医>等深受国内外

专家赞赏。剑川文化工作者参加整理编纂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

集>、1(云南白族民歌选)等已正式出版；业余美术作者在北京民族

文化宫展出的(白族民问图寨)和参加金国科普美展的连环画(神

话与科学>、参加全国农民书画展的版画<恩>、<牧>及被中国美术

馆收藏的国画<人强马壮>、版画<大理石>等美术作品，受到国内外

行家的高度评价。这些成果的取得，对增强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

进步、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剑JII文化志>本着立足当代，回溯过去，放眼未来的原则，如

实地记述了剑JIf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以总结经验，鉴往知

来。编纂社会主义的地方文化志，是我们文化系统的一项基本建

设工作，是文化战线的基础工程之一，它不仅可以“资治、存史、教

化”，而且能起到“资料库、数据库、信息库”的作用。它将为我们文

化系统在新时期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起

到积极的作用；为发展地方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帮助县、乡脱贫

’致富等工作提供有关依据。为文化志的成书完稿，各单位的领导



积极做好组织工作，为编纂人员提供各种方便；编写人员认真细

致．，勤奋笔耕。废寝忘食，努力工作。对于他们的辛勘劳动，谨表示

诚挚的谢意!

现已编纂完成的(剑川文化志>虽还有不足之处。但我认为它

浸透着剑川文化系统干部职工的汗水，凝结着编写者的心血。它

客观地反映了剑川各族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剑川文化工作者辛勤耕耘的足迹。其资料性强，内容充实丰富，力．
’

求全面、翔实、准确；志例归体j努力做到恩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 ．

者的统一。是一本富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学术价值的专业志。 ．

<剑川文化志>记述了剑川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总结了文化

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为文化工作者今后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对继承和弘扬剑川各民族民问文化艺术遗产，推动剑川社会主 、

．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 、

‘

我们深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剑川县文化艺术事业将以崭新的面貌，展

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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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剑川文化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剑川县文化艺术的

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章组成。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

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全志

均用语体文记述，只记事实。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三、本志详今略古．上限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年代，下限截止

于1989年。大事记及人员名录延至1994年底。

四、本志力求具有较浓的地方民族特色，符合科学性且具有时

代特点。按事物性质分类。横排纵写；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以求图文并茂，富有时代感、立体感。

五、专章设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群众文化、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图书发行、图书阅览、电影发行放映、石钟山石窟文物保护管理所、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文艺创作、文物古迹、人物共ll章。

六、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散见于大事记和各章。

七、本志的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当地名称。地名除必要

的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八、本志各类数据主要由各单位提供。币值统一使用现行人

民币币值，1955年3月1日之前的旧币已换算为新币值。

九、本志人物专章以生不立传为准则，立传人物以剑川籍人物

为主，以卒年先后排序。

十、本志所采用的档案和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引用书刊

均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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