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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书概述的时间，自新中国成立后至 1994 年;部分内容或情况则根据需要相应后

(二)各行政区按省人民政府统一的次序排列。

(兰)书中涉及古代的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四)书中的数字，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

(五)书中的电话号码，不一一详注长途区号，统一列于广东省长途电话区号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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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宪奇

编写这本书的主要日的，在于粗略句勒广东省文化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的大致过程，为人们提

供一个了解广东省文化事业发展与现状的基本轮廓。

本书在结构上采用了板块式，即以广东的行政区域为基础，分层次地展开介绍，据此编织全省文化事

业的经纬，并将每一个局部地区的状况和特色反映出来。

40 多年时间在历史的长问中不过很短，甚至可说是弹指一挥间。但我们却不难想象，即使在本书最

概略记录的地方，现实中不知经历了多少困难曲折，那是一代代文化工作者经过无数艰辛的跋涉，才踏出

的一条路。仔细地回想和品味起来，感叹之余更多的是自豪。

广东的文化，是世人谈论较多的话题。无论如何，这些谈论给我们提供了较多角度对本地区文化进行

认识，包括传统的渊源和现实的底蕴。有一点是清楚的，广东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这块濒临浩瀚南海的

地方，人们广泛地具备有兼容并蓄、开放吸收的特点，并铸造出坚韧、求实的性格特征，新思想、新观

念、新风气在这里最易于徐徐而进。

进入 80 年代以后，随着广东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文化建设己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相应地得到

较快的发展。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应该说是广东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开始接触到

深层次的问题，竞争客观上己到达新的领域。人们忽然意识到，对科学技术的求渴信号，似乎比以往任何

时候来得强烈和突出，于是出现了震动社会的重奖科技人员之举措;它实际上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

后，以必然为趋势，但又表现方式特别的产物。紧挨着这个时期出现的另一个特征，是人们对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必须要协调发展取得了共识;教育和文化工作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

大批现代化文化设施在广东境内，特别是在富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拔地而起，全省开始进入了一个从

未有过的文化建设规划时期。 1993 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发展文化事业的决议〉和 1995 年广

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南粤锦绣工程一一广东省文化建设发展规划}，既是这一时期蒂结的果实，又

预示了广东的文化事业即将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事实上，就我们所知，近年来省内一些更具规模、

气势恢宏和具有全新观念的文化设施建设规划正在酝酿，有的已开始组织实施。艺术生产方面，在普及的

基础上提高，树立精品意识，创作更多更好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品，造就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艺术人

才，已经成为全省各级文化部门面临的紧迫任务。

广东的文化事业发展毕竟不平衡，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如何加快山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文化

事业发展，正是我们加强研究的课题。我们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

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广东的文化事业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跃上新的台阶。

一九九六年春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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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文化概况

全省文化概况

广东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省份，由大陆和众多岛

屿构成，北依五岭，南临南海，地势北高南低，东

西向腹部倾斜。境内山地、平原、丘陵交错，河道

纵横。 全省土地面积 17.79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

(不计海岛线)长 3368 公里，主要河流有珠江、韩

江、鉴江等。 珠江全长 2129 公里，由西江、 北江、

东江汇流而成为中国第三大河流。 1994 年末全省

户籍人口 6689 万人。 除汉族外，境内居住的少数

民族有瑶、壮、回、满、舍、黎、苗等 42 个民族，

人口约占全省的 0.56% 。

广东历史渊源久远，早在十万年前就有"曲江

马坝人"在此活动生息，相传古为百越民族居地，

故简称粤(古语粤与越相通)。据传周夷王八年

(公元前 887 年)，广州建有"楚庭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于公元前 214 年在今广东境内设置南海

郡，治所在番禹(今广州) 。 汉属交洲。 三国时，

岭南属孙吴，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划合浦以北

为广州。唐代在今广东、广西建置岭南道。宋淳化

四年(公元 993 年)更名广南道。 元代设广东道

(属江西行中书省) 。 明设广东道宣慰使司，后改为

广东布政使司 。 清代设广东省，相沿至今。 全省现

辖 2 个副省级市、 19 个地级市、 32 个县级市、 46

个县(其中 3 个自治县)、 42 个县级区和 1531 个

镇、 55 个乡、 6 个民族乡 、 337 个街道办事处。

广东是中国现代工业和民族工业发源地之一。

早在清同治五年(公元 1866 年)，广州就筹办了枪

炮厂(汉阳兵工厂前身); 1873 年叉开办了我国第

一家民族工业一一南海继昌隆缴丝厂。 在中国近代

和现代史上，广东具有重要的地位。 鸦片战争、 太

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省

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发

生。 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中， 广东涌现了洪秀全、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的杰出代表

和民主革命先行者，以及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和领袖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文

化事业建设，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政府不

断增加对文化事业的投资，城乡文化设施迅速增

加，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条件日益改善。 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后，广东的文化事业适逢良机，显示出蒸

蒸日上、 蓬勃发展的景象，出现了一个社会办文化

的热潮，各种形式的社会文化活动如雨后春笋，充

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生机与活力。粗略

统计，广东从 1979 - 1994 年，仅国家对文化事业

的投资就达到了 10 亿元。 近几年来，珠江三角洲

一带建成的一批投资规模大、设施设备先进的现代

化文化设施，更是在全国引人瞩目 。 全省现有文化

事业机构 3000 多个，文化队伍 5 万多人， 初步形

成了艺术创作演出、群众文化、公共图书馆、电影

发行放映、文物博物、文化市场 6 个骨干网络;一

个以国家办文化为主导、社会办文化为基础的文化

事业新格局已在广东形成。

艺术事业

解放前，广东只有粤、潮、 琼、汉等几个戏曲

团体，不少古老剧种已无专业剧团，濒于奄奄一息

的境地。

50 年代初期，艺术工作以戏曲改革为重点。

戏曲工作者遵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努力进行艺术和体制上的革新，使广东的粤、 潮、

琼、 汉四大剧种和其他地方戏曲剧种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粤剧艺人革除了封建班社制度，组织了艺人

作主、民营公助的?共和班进而划归各级文化

部门领导。 他们积极扫除舞台上商业化、殖民地化

的影响，发扬粤剧的艺术性和人民性，抢救和改造

了一些传统剧目，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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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老艺人开始焕发了艺术青春，并涌现了→批新

秀，古老的粤剧艺术获得新的生命力，被誉为"南

国红豆"。其他剧种方面:潮剧废除了童伶制;琼

剧改变了落后的艺术生产方式;汉剧建立了专业剧

团;正字、白字、采茶、花朝、 花鼓、雷歌等小剧

种绝处逢生;新兴的客家山歌剧朝气蓬勃。

在戏曲改革的同时，其他表演艺术也迅速发展

起来。 解放战争期间活跃在各游击区的文工团改编

为话剧团和歌舞团等新文艺团体，又相继成立了广

东曲艺、木偶 、 皮影、杂技、 民族歌舞、 芭蕾舞、

交响乐等新的艺术团体，各种形式的表演艺术争所

斗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至 1994 年，广东有

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剧团 128 个，其中话剧、儿童

剧、 喜剧团 5 个，歌舞剧团、轻音乐团 11 个，乐

团 、 合唱团 4 个，芭蕾舞团 1 个，文工团、文艺队

9 个，戏曲剧团 83 个(其中粤剧团 47 个、 潮剧团

11 个、汉剧团 2 个、其他剧种团 23 个)，曲艺团 3

个，杂技团 6 个，木偶剧团 5 个，皮影剧团 1 个。

全省专业艺术表演人员 9082 人;艺术表演场所 78

个。 各类艺术队伍都拥有一批享有声誉的编剧、导

演和音乐、舞美、演奏等专业人员。 粤剧的组线

女、潮剧的姚璇秩、汉剧的梁素珍，是几个剧种的

代表人物，她们的表演艺术饮誉海内外。

广东艺术事业饱经沧桑，经历了艺术振兴、挫

折考验、繁荣兴旺几个历程。 由于广东地理上毗邻

港澳的特殊位置，较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艺术

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艺术工作者在实践中

勇于探索，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并努

力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使之融进民族艺术之中，

从而开创了艺术的新局面。

从 80 年代起，广东艺术团体陆续进行改革的

尝试，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 1988 年广东粤剧

院、广东话剧院、 广东歌舞剧院和广州乐团开始进

行的以重新组合艺术生产经营实体，实行聘任合同

或演出合同收入为主的劳动报酬制度，下放管理权

限，扩大艺术表演团体自主权等为主要内容的体制

改革，在文艺界引起较强烈的反响。经过改革之

后，各院(团)的演出积极性普遍提高，艺术生产

出现了新气象，院(团)的自身发展能力得到了增

强。

几十年来，广东的艺术园地培育出一朵又一朵

娇艳的鲜花，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以其鲜明

2 

的民族特色和岭南地方特色，深刻地影响了人民群

众， 使他们获得精神的陶冶和审美的愉悦，并在国

内外赢得声誉。 尤其是近年来，广东戏剧更是连续

3 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和提名作

品奖 ， 4 次获文化部的文华新剧目 奖。 粤剧方面，

创作了 〈山乡风云〉、 〈搜书院上 〈关汉卿〉、 〈三脱

状元袍〉、〈魂牵珠矶巷〉 、 〈花草夫人〉、〈伦文叙传

奇〉 等一批较好的历 史剧和现代戏;潮剧整理出

锁镜记} (即〈陈三五娘})、〈张春郎削发〉 等一

批优秀传统剧目，创作了 〈辞郎洲〉、〈袁崇焕〉、

〈陈太爷选婿〉 等新编历史剧和〈党重给我光明〉

等现代戏;汉剧整理、创作了 〈百里莫认妻〉、〈齐

王求将〉 、 〈花灯案〉、〈一袋麦种〉 、 {包公与妞妞) ; 

雷剧创作了〈抓阉村长〉等好作品;话剧创作了深

受群众欢迎的 〈新局长到来之前〉 、 〈珠江风雷〉 、

〈特区人〉、〈情结〉 、 〈泥巳人〉、〈夜明珠〉 等。 舞

蹈方面，建国初期创作的大型舞剧 〈乘风破浪解放

海南)，到北京中南海演出，引起全国文艺界的瞩

目，以后又相继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舞剧

〈牛郎织女〉 、 〈南越王〉 和舞蹈 〈英歌舞〉 、 〈喜送

粮〉、〈草笠舞〉 、 〈摸螺〉 、 〈阿细跳月〉、〈红旗颂〉 、

〈剑魂〉、 〈生命之光〉 等;现代舞〈传音〉、 〈太极

印象〉 更为中国现代舞在国际舞坛上摘取了第一块

金牌一→法国巴黎第四届国际舞蹈大赛现代舞双人

舞大奖。音乐方面，优秀歌曲作品有 〈中国人民翻

身大合唱〉、〈共产党来恩情长〉、〈弯弯的月亮上〈涛

声依旧〉、 〈奉献〉等;而广东音乐 〈春到田间上

〈鱼游春水〉 、 〈山乡 春早上 器乐曲 〈抛网捕鱼〉、

〈画眉跳架)，小提琴协奏曲 〈鹿回头传奇}，交响

音乐〈岭南风情〉、 〈第二交响乐}，民族器乐作品

〈琴诗〉 、 〈海峡情〉 等，均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独特

的韵味为人称道。广东的杂技艺术以其高难的技

巧、 独特的民族风格、 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

特色在全国独树一帜，饮誉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杂技 〈滚杯〉、 〈顶碗〉、 〈对于转毯〉 等均在国

际比赛中获奖。 在曲艺、 木偶、通俗音乐的创作和

演出，以及中国十套文艺集成志书(广东卷)的编

辑出版，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挖掘等方面，广

东也取得可喜成绩。

艺术教育方面， 50 年代初，广东创办了华南

文艺学院，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 50 年代后期开

始，戏曲、戏剧、音乐、舞蹈、 美术、电影放映等



各类专业学校陆续建立，艺术人才的培养纳入了正

规教育的轨道。现全省共有 10 所艺术中专学校，

其中，广东粤剧学校为全国重点戏曲中等专业学校

之一。

群众文化事业

50 年代初期，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民主

改革运动在全省蓬勃开展，文艺工作者响应中国共

产党的号召，纷纷下乡下厂，帮助群众组织秧歌

队、腰鼓队、歌咏队，利用传统的舞狮、舞龙、民

间音乐等形式，广泛开展庆翻身的群众文艺活动。

广东各级领导部门在全力促进国民经济恢复的同

时，也着手领导群众文化事业的建设。 从 1950 年

开始，各县陆续建立了人民文化馆。到 1952 年，

全省已有 300 多个农民业余剧团;农村纷纷成立了

文艺组、读报组、通讯组、创作组、幻灯组等群众

文化组织，在县文化馆的辅导下开展文化艺术活

动。

在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农村知识

青年的增加，以自然村为单位、 活动内容和形式比

较多样的农村俱乐部迅速发展起来。到 1956 年，

全省农村俱乐部达到 1 万多个。 俱乐部贯彻"百花

齐放"的方针和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

的原则，通过各种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文化，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成为农

村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场所。 随着文化水平的逐步

提高，各地逐步建立了一支以工农为骨干的业余文

艺创作队伍。 1956 年全省建立了 730 多个农村业

余文艺创作组，有创作骨干 4600 多人。其中不少

是有影响的工农文艺作者，如农民诗人李昌松、农

民画家郭同江、农民作家王杏元等。 他们的作品富

有乡土气息，不少优秀作品还在全国出版发行。一

些有才能的青年民间歌手被吸收进专业文艺团体，

一些群众文艺优秀人才陆续被吸收到作家、艺术家

的行列中来，为广东专业文艺队伍增添了新鲜血

液。

60 年代初期，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有

了新的发展，各级文化部门多次组织综合性的文化

工作队到农村、工矿辅导业余文化艺术骨干，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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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开展各种活动，以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文

化工作队帮助农村、工矿编写村史、厂史、个人翻

身史，编绘反映新旧社会不同面貌的连环画、幻灯

片，进行两个社会、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帮助搜

集革命历史文物和革命烈士史料，并且根据这些史

料和革命事迹编写剧本和各种文艺节目，介绍、 推

荐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开拓工农群众的视野。

因此，出现了如多幕戏剧、歌剧、话剧以及长诗等

比较大型的文艺作品和节目 。 不少公社还成立了业

余文艺宣传队或业余剧团 。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各县(市)的文化馆陆

续恢复，群众文化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到 1994

年，全省共有群众艺术馆 21 个，文化馆 119 个，

乡镇(街道)文化站 1895 个，农村文化室 15042

间，集镇文化中心 1052 个，艺术馆、文化馆、 文

化站工作人员共 4754 人。 遍布城乡的基层文化事

业机构，对推动全省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丰富和

活跃城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作

用 。 文化工作的"教育、 认识、审美、娱乐"功能

得到发挥，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多姿多彩，日益

贴近时代、社会和群众的需要。农村群众文化工作

在新形势下不断探索新的路子，总结推广了高要农

村"四位一体"(即把农业科学技术普及、经济信息

传递、文化娱乐、思想教育统一在一起)文化室的

经验，促进了全省农村文化网络的建设，使农村文

化站、室突破了过去单一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范

围，成为农村综合性的思想文化阵地。

与此同时，民族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少数

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加紧进行，民族

地区传统的文化活动普遍得以恢复，并在内容和形

式上有了新的发展。 1983 年以后，少年儿童文化

艺术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少儿文艺活

动空前活跃。在历年的全国少年儿童歌咏、书法、

绘画、歌舞和学校剧、幼儿木偶比赛活动中，广东

均获好成绩。

1987 年，在各地民间艺术活动蓬勃开展的基

础上，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广东民间艺术欢乐节

此后每年一眉，定期举行，开辟了文化与旅游事业

相结合的新途径。 现全省定期举办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还有 3 年一届的"广东省群众戏剧花会"、"广

东省少儿艺术花会飞各市、县和部分乡镇，年年

都有地方特色故郁的文化活动，如"荔枝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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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节"、"山歌节"等等。

1982 年起开展的"广东省群众戏剧下乡服务

一条龙"巡回演出活动，十几年坚持不懈，有力地

促进了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活跃了山区农村的群

众文化生活。

公共图书馆事业

广东省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韧于本世纪初。

清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成立廉州图书馆，

1912 年成立广东图书馆。 到 1935 年，全省公共图

书馆(包括民众教育馆图书室在内)发展到 54 所。

抗日战争期间，图书馆事业受到日本侵略者严重摧

残和破坏。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发动

内战， 置文化建设于不顾，以至公共图书馆数量不

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 到广东解放时，全省

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只剩 5 所。

1950 -1959 年，全省图书馆事业得到恢复和

发展，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达到了 31 所， 1965 

年发展到 76 所。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公共图书

馆事业遭受灾难，大量图书馆藏书被封存不少图

书被烧毁，有些图书馆被迫停止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期。 1984 年 11 月 12 日，广东省中山

图书馆新馆破土动工， 1986 年 11 月 12 日在孙中

山诞辰 120 周年纪念日举行落成剪影。 新馆总建筑

面积 2.85 万平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规模

最大的文化设施。 紧接着，各市、县公共图书馆建

设也纷纷上马，深圳、珠海、汕头、韶关、佛山 、

普宁、 )1田德、 三水、乐昌等市、县的新图书馆建成

开放。 到 1994 年，全省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已发展

到 111 所，馆舍面积 29 . 2 万平方米，藏书 1591 万

册，工作人员 2370 人 。

祖籍广东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情系桑梓，一向

关心家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早在二三十年代，美

国、加拿大和古巴的华侨就集资 30 万元，兴建了

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 新会景堂图书馆、开平关

族图书馆和司徒氏通俗图书馆，都是港澳同胞和华

侨创办的。广东解放以后，华侨、港澳同胞对图书

馆事业的资助不断增加，潮州、中山、普宁、顺德、兴

宁、开平、台山等市、县图书馆在华侨和港澳同胞的

4 

资助下相继建成。 还有许多海外人士向各地图书馆

捐书、捐款、捐设备，支持图书馆事业建设。

进入 80 年代以后，广东的公共图书馆开始引

进和使用一些现代化设备，如电子计算机、复印

机、缩微翻拍机以及视听设备，为更好地保藏和利

用图书、文献资料，逐步实现图书馆管理现代化创

造了条件。 全省现已有 30 多所公共图书馆应用电

子计算机进行管理，拥有中、小型计算机 10 套，

微机和终端机 500 多台，初步建立了覆盖珠江三角

洲公共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 省中山图书馆研制开

发的"省级图书馆自动化网络 (ZSLAIS) 系统"

达到了 90 年代国际同类系统的先进水平，荣获

1994 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深圳图书馆研

制开发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 ILAS) 系统"在

全国 160 多所图书馆得到推广应用，荣获 1994 年

度文化部科技成果推广奖。 广州图书馆创办了全国

首家公共电脑图书馆。

1984 年以来，广东公共图书馆加强了与国际

图书馆界的联系和协作。 省中山图书馆与美国、澳

大利亚、 日本、朝鲜、香港等 8 个国家和地区的图

书馆建立了图书交换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国会图书

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还先后被指定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出版物的收藏馆和美国高等院校资料收

藏馆，从而跻身于国际重要图书馆行列。

各图书馆坚持"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办馆

宗旨，积极开发文献信息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

开展各种形式的读书活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

高群众的文化素质。 在 1994 年文化部组织的图书

馆评估定级工作中，全省有 72 所图书馆上了等级，

其中一级馆 13 所，与上海市并列全国第一;省中

山图书馆在省级图书馆评估中获总分全国第一名，

并和广州、深圳等 10 个市、县(区)的图书馆被

评为全国文明图书馆。

电影发行放映事业

广东解放前夕，全省仅有 58 间电影院和 5 个

无声电影队，大部分分布在广州、珠江三角洲及沿

海一带几个大中城市，绝大多数县城没有电影院，

广大农村群众不知道电影是何物。 当时，广东发行

放映的电影，美、英等国影片占 70 - 80% ，内容



多是宣传低级趣味和宣扬色情、暴力。广东解放

后，电影市场经过整顿，到 1951 年底，国产和苏

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上映己占绝对优势，从而

结束了美、英影片垄断电影市场的历史。

多年来，广东省电影放映事业实行"城乡兼

顾，重点在农村"的发展方针，把让广大农民群众

"看到 、 看懂、看好电影"作为发展农村电影放映

事业的基本任务。 从 1950 年 12 月创办的第一批 4

个农村电影队开始，到 1965 年，全省农村电影队

发展到 800 多个。 1976 年以后，电影队有了更大

的发展。 1979 年，全省拥有电影放映单位 7600 多

个，其中农村电影放映队 5300 多个。 全省年电影

观众超过 16 亿人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随着电

视进入千家万户和稍后的录像放映业的兴起， 80 

年代以后，电影放映单位和电影观众呈逐年减少的

趋势。

为了帮助农民看懂电影 ， 50 年代，农村电影

队都是采用映间解说的办法。 到 1962 年，南海、

梅县、潮安等县开始出现了用方言对口型配音解说

的办法。 1965 年梅县、兴宁 、 电白等县首先运用

磁带录音机进行对口型配音放映。 从此，译配能力

和技术质量不断提高。 1985 年起广东已用广州话、

潮州话、 客家话、海南话和雷州话等 5 种方言配

音，每年可配制长短片节目约 80 个。 涂磁配音影

片在农村放映，深受观众的欢迎。

1983 年开始，全省在农村电影队中积极推行

各种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放映人员的积极性，

鼓励和扶持农民自办电影队、 电影场，允许个人

办、 合股办、私人和集体联办，作为国家和集体办

电影放映事业的一种补充。 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农

村放映网点的建设，不少县的普及放映率达到

96% 以上。

1987 年，在全省农村举办了"首届农林科教

影片汇映月参加放映单位 3340 个，映出科教片

193 个，观众达 3000 多万人次，对普及农业生产

知识，提倡科学种田，发展区乡工副业和家庭养殖

业，以及在宣传节约能源、 安全用电、交通安全、

计划生育、卫生保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1966 年以前，广东城乡电影院的发展与建设

比较缓慢，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建设资金。 1965

年全省仅有 108 间电影院、影剧院。 1966 - 1976 

年， 全省只增加 25 间电影院，而且大部分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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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设备残旧。 1978 年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

的发展，加快了电影院的建设，开创了电影发行放

映事业的新局面。到 1987 年，全省电影院已增加

到 836 间 。 1965 年前，全省农村仅有 50 间集镇电

影院，占全省城乡电影院总数的 22%; 在 1978 年

以后短短的 9 年中，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集

镇电影院已发展到 479 间，比 1965 年前增长了 9

倍多 。 全省农村集镇电影院的数量已超过了城市电

影院。

广东的第一座宽银幕电影院于 1957 年在广州

新华电影院改建成功，接着又将广州西攘电影院改

建成立体电影院。 1965 年，广东可以放映立体电

影的影院只有两兰间， 1978 年以后，立体电影院

开始普及到县城和较大的农村集镇，到 1987 年，

全省已有 400 多间电影院可以放映立体电影;宽银

幕电影已普及到了农村。 8.75 毫米小型放映机开

始被淘汰。 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广州、深圳、 肇

庆等部分城市引进了球幕立体声电影，广州还引进

了当代新型的大球幕电影。

80 年代中期前后， 广东的电影发行放映率先

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本行业的重要举措，最早将电影

宣传与企业经营行为联系起来，导入商品广告和经

营策划意识，由此产生较强的冲击波，引发了传统

经营观念和手法的更新变革。 广东在全国最早开始

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的多种经营尝试，并最早开始对

城市电影院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使城市电影院趋向

小型化、多功能，以实现电影院室内空调化、音响

立体声化、座椅软席化、 光摞缸灯化、环境优美

化、 服务多元化作为提高生存竞争能力的手段，逐

渐走上了一条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轨道，再次

进入持续了几年的高峰期。 1992 年复又开始出现

了滑坡。

现在，全省城乡电影院、影剧院共有 1092 间，

其中农村电影院、影剧院 828 间，而农村电影放映

队却减少到 2170 个。全省电影发行放映行业职工

总人数 25423 人 。 1994 年电影观众为 6.64 亿人

次。

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事业

广东文物古迹丰富，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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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迹之丰富著称于全国。 富有地方特色的著名古

代建筑有广州的光孝寺、怀圣寺、六榕寺、陈家

祠，南雄的三影塔， 肇庆的崇禧塔、梅庵，曲江的

南华寺，潮州的开元寺，梅县的灵光寺，佛山的祖

庙等。 近现代著名的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有中山

的孙中山故居，东莞的虎门炮台及销烟池，湛江的

抗法斗争遗址，广州的沙面英法建筑群、粤海关大

楼，海丰的红宫红场旧址，以及广州的三元古庙、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埔军校、国民党一大旧

址、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省港大罢工旧址、广州

公社旧址等。 此外，还有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古墓

葬、摩崖石刻等。这些珍贵的文物古迹，宛如颗颗

璀灿的明珠，点缀在广东各地。

1952 年 1 月，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简称

省文管会)正式成立，同年易名为广东省文物管理

委员会。 1962 年和 1963 年，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

政府分别公布了第一批省、市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被撤

销， 一些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直到 1975 年 10 月，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才得以恢复，各县、市也相

继成立了文管会、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所和文物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健全了文物管理机构。

1978 年，省人民政府重新审核、公布了第一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9 年公布了第二批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1983 年又将新建立的"廖仲皑何

香凝纪念馆"和珠海三灶岛等 5 处日本侵华罪证

"万人坑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到 1994 年，

广东省境内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6 处，历史文化名城 6 座，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

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77 处，历史文化名城 7 座。

全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共 1200 多处。省内

193 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

筑控制地带已全部划定。

解放前，广东考古发现寥寥无几。 解放后，陆

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遗址、墓葬和文物，为复

原和再现广东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提供了丰富的实

物资料。

1958 年，在曲江县马坝狮子岩发现了闻名中

外的"马坝人"头化石，经鉴定属于"古人"的早

期类型。 1984 年在同一洞穴内又发现两件打制石

器，从而填补了马坝人发现时没有石器的空缺。

1986 年 6 月，在曲江罗坑桂绿岩洞内，发现了人

6 

类头骨片化石和一批古动物化石，经鉴定约三十岁

左右的男性个体，其年代和马坝人相当 。 这些发现

初步揭示了广东历史的序幕，表明在距今十多万年

之前，广东这块土地上，已有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劳

动和生息。

广东是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发现较丰富的

省区。己发现的遗址约五六百处， 墓葬 270 多座，

各类遗物数以万计。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罗

定饭曾瓦洞、南海西樵山(细石器遗址)和英德青塘

吁遗址的发现，对探索岭南从旧石器末期过渡到新

石器早期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西樵山以双肩石器

为代表的石器制作场的发现，以及对"西樵山文

化"的探讨，在华南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位

置。 韩江、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沙丘、贝丘遗址

出土的石器、陶器、彩陶和骨蚌蜓器，及贝丘遗址

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沿海古代居民的经济生活特

点、埋葬方式、人工拔牙习俗以及探讨中国沿海居

民的迁移，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曲江石峡遗

址大面积的发掘和遗址下层被命名为"石峡文化"

遗存的发现，是广东考古的一大成果。 石峡遗址墓

葬出土的上千件有组合关系和有自身特征的器物，

以及各基葬之间在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

反映出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和私有制的出现，表明在

距今 4000 多年前粤北的父系氏族公社已逐步趋向

解体的大致情景。

广东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青铜时代文化，有没有

经过奴隶制阶段?这在 60 年代初是一个无法论证

的问题。 1962 年以来，经过广泛的调查、发掘和

研究，除在粤东饶平县"浮滨类型文化"的墓葬中

出土 1 件广东最早的青铜戈外，在属于东周时期的

三四百处遗址和 40 座墓葬中，出土青铜器巳达八

九百件之多，种类包括炊具、容器、酒器、兵器、

礼乐器和工具，以及附有"黯首贯耳"等刑罚奴隶

头饰的青铜匕首、矛和仪仗器。在这 40 座墓中，

以清远马头岗、罗定南门洞和背夫山、四会鸟旦山

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及肇庆松山战国晚期墓规

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 如南门洞墓出土的 137 件

器物，除墓底腰坑的 1 件陶器外，均为青铜器。肇

庆松山基是一座大型木棒墓， 139 件随墓品中青铜

器占 108 件，其中有制作精巧、花纹美观的错银

岳、提梁壶、铺首衔环三足盘和金柄玉环、玉带钩

等等。



1988 年，在封开南丰利羊墩发掘基葬 44 座，

年代为战国至西汉，遗物以青铜器为主。同年在东

莞发现虎门村头贝丘遗址，至 1990 年发掘基本结

束，揭露面积 2000 余平方米，清理出早期青铜文

化遗存(相当于商)，有房址、墓葬及大量陶、石

器等文物。

1994 年在珠海平沙发掘了南新棠下环沙丘遗

址，出土的一大批文物，也说明相当于商代，广东

境内已开始铸造使用青铜器。

广东出土的青铜器，一部分来自中原地区和江

南的吴、越、楚地，另一部分则是本地铸作和仿制

的，如斧、俄、匕首、刮刀等兵器和工具，还有广

东独有的人首柱形仪仗器及部分乐器。在揭西、海

丰、珠海、深圳及香港等地，都发现过铸造铜斧、

饿、鱼钩或铜铃的石范和陶范。 阳春县岗北村还发

现过战国青铜链件。

这些发现说明，广东不仅存在过青铜时代文

化，而且还有过奴隶制。

1974 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西段发现的秦代

造船工场遗址，是广东考古的重大发现。遗址埋在

地下 5 米深处，现已揭开遗址 3 个造船台的一部分

和一片木料加工场地，出土文物有铁凿、铁镜、铁

挣凿、木垂球、磨刀石等造船工具和秦半两、汉初

半两铜钱、"万岁"和云纹瓦当、汉初陶器等。

1983 年 6 月，在广州市象岗山发现的西汉前

期南越王墓，是广东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墓中出

土的"文帝行堡"龙钮金印及金银、铜铁、玉石、

玻璃、象牙等质地的 1000 多件(套)各类珍贵文

物，丰富了人们对南越国历史的认识。这一发现被

誉为 1983 年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之一。

两汉的遗址和基葬，除在广州、佛山、韶关等

地发现数百座外， 70 年代以来，在顺德、南海、

连县、南雄、曲江、英德、澄海、高州、徐闻和遂

溪等县、市都有发现，为探讨自汉武帝以来，岭南

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民族的融

合，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两晋、南北朝墓葬在广

东各地发现更为普遍，不少地方还是"合族而葬"

的墓地，这是中原士民及其经济文化进一步南来的

证据。继英德、曲江之后， 1985 年又在雷州半岛

遂溪县的南朝墓内发现了波斯(今伊朗)银币和金

银器皿，在徐闻讨网港北仕尾村还发现汉唐遗迹，

说明自汉晋以来，徐闻一一广州已成为中国对外交

全省文化概况

通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粤中、粤西地区发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粤

西"铜鼎、铜釜和铜鼓等，为研究广东古代民族文

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隋唐至明清的考古，也发现数以百计的陶瓷窑

址、冶炼铸造遗迹和墓葬。 如在梅县、潮州、惠

阳、广州、遂溪、海康、廉江、高州等地发现了数

百座唐宋至明清陶瓷窑址和大批陶瓷产品，有些产

品曾经远销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1991 年在博

罗圆洲镇发掘了塘南村梅花墩窑址， 1993 年再次

清理时，发掘了一座春秋时代的龙窑及一批原始瓷

器，这是广东目前发现最早的龙窑。

1987 年广州救捞局在台山海域探得宋代沉船 1

艘，获文物近百件，表明唐宋时期中国海外交通贸

易和对外友好往来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沙群

岛考古发现的唐宋明清陶瓷器及庙宇、 水井、碑刻

等，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1982 年以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全面深入

的文物普查工作，收集了一大批近现代文物、少数

民族民俗文物和华侨文物，为研究广东革命史、民

族民俗史、华侨史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广东解放前仅有 1 所博物馆，即广州博物馆。

解放后，在广州建立了毛泽东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旧址纪念馆。接着，一批博物馆相继诞生，到

1966 年已发展到 27 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

拨乱反正，从 1977 年开始，广东的博物馆事业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9 年建成开放的广州

南越王墓博物馆，获得全国建筑设计评比优秀奖，

标志着我省博物馆馆舍建设达到了新的水平，博物

馆品种单一的局面有了改变。 至 1994 年止，全省

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有 1700 人，县以上博物馆

111 所，藏品 44 万件(套)，其中一级品 1000 件

(套)。每年举办各种陈列展览约 800 个，观众逾千

万人次。 1994 年 9 月建成开放的广东省博物馆新

馆，先后举办了〈广东改革开放成就展览〉、〈广东

省社会发展成就展览〉 、 〈邓小平大型图片展览〉 等

大型展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各博物馆不断加强业务建设，在对广

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为科学研究、社会文化教

育、旅游事业服务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一批博物馆已建设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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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艺术交流

广东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历来比较活跃。 1953

年曾派出广东音乐队和潮州音乐队参加第四届世界

青年联欢节 1957 年粤剧演员红线女和潮州音乐

队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均获得金质奖

章。

1959 年和 1960 年，出访的艺术团有 9 批:华

南歌舞团赴奥地利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广

东民间音乐团访问了苏联和匈牙利;广东粤剧团先

访问了朝鲜、越南，后赴澳门作商业性演出;广东

木偶艺术团访问了罗马尼亚;广东潮剧团先访问了

香港，后访问了柬埔寨。 1963 年，广东为越南广

宁省培训了 29 名粤剧演员，并赠送给他们一批演

出服装和道具。 1965 年，广东派出幻灯代表团赴

越南表演。这一时期，广东也接待了一批来访的外

国艺术团体，并邀请香港曲艺演出团、香港京剧界

访问团来广州演出。

文革期间，广东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基本处于停

顿状态，只有少数外国艺术团来访演出 。 1979 年 5

月，广东省恢复派出广东粤剧团赴港演出 。 翌年，

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可自行派出表演艺术团体赴港、

澳地区演出，促进了粤、港、澳文化艺术交流。

进入 80 年代后，广东省对外文化艺术交流迅

速发展，派出访问、演出 、 展览、讲学、考察的文

化艺术团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 1979 - 1994 

年，全省通过政府和民间各种渠道派出和引进的文

化艺术交流项目有 2800 多批，人员 3.7 万多人次，

遍及五大洲 114 个国家和地区，交流内容和形式日

趋丰富多样，民间交流和商业性活动已逐渐发展成

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主渠道。

广东派出的艺术表演团体所到之处都引起轰

动， 当地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播发了大量的消

息和评介文章，赞美中国的文化艺术，祝贺剧团演

出成功。 1979 年后，广东粤剧团多次到香港、澳

门演出，历演不衰，获得港澳各界观众的广泛赞

誉，称之"使低沉了三十年的香港粤剧露出了光芒

来" (香港报纸评论) 。 该团到加拿大演出时，加拿

大总理特鲁多和该团所到演出的 4 个省(市)的省

长(市长)都分别发出贺电，表示欢迎。 1982 年

由红线女、陈笑风领衔主演的广州粤剧团赴加拿

大、美国演出，是广东解放 30 多年来的第一次。

此次演出，不仅得到广大侨胞的赞赏，而且获得外

国评论家的高度评价。 他们盛赞新中国的粤剧代表

粤剧艺术的最高水平，是第一流的艺术;纽约亚洲

艺术协会和联合国交响乐协会为红线女颁发了"杰

出艺人奖"。

1981-1985 年，广东潮剧团曾三度出访香港、

泰国、新加坡，每次都演出了七八十场，仍满足不

了当地观众的要求。泰国报纸评论说新中国的

潮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之后，面貌焕然一新，舞台

艺术的完整性，从编、导、 演、音乐、美术各方面

获得充分的体现，这是旧中国潮剧所不可比拟的，

也是本地戏剧所望尘莫及的"。 该团演出的潮剧

〈春草闯堂〉 在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潮剧热"。

汉剧以及鲜为人知的稀有剧种正宇戏、臼宇戏、西

秦戏和铁枝木偶等，也同样受到海外观众的热烈欢

迎。

广东的杂技更是倾倒海外的千千万万观众。 广

州杂技团多次出国演出，几乎每个节目都要经过多

次谢幕才能收场。 该团在法国演出时，法国的新闻

界评论说这是最高级的演出，它使我们感到形

容词太贫乏了 。"民族音乐和舞蹈也给海外观众留

下良好的印象。

1986 年 5 月，广东省组派了由杂技、歌舞、

武术和中国水墨画作品组成的大型艺术团赴澳大利

亚悉尼举办"中国周"活动。 自 1953 年起，广东

先后 10 次派出杂技、民乐 、 钢琴独奏、声乐和现

代舞等参加国际比赛，分别荣获总统奖、首奖、 金

奖、 一等奖或其他奖项，在国际舞台上弘扬了我国

优秀文化艺术，为祖国争得荣誉。

1966 一 1968 年，广东派出两位电影技师赴索

马里援建"国家大剧院" 0 1982 - 1987 年，广东又

先后派出 6 位电影、舞台技师赴刚果援建"刚果人

民宫飞并为刚方培训技术人员。 1976 - 1987 年，

广州杂技团先后为南也门 、 斯里兰卡、肯尼亚、澳

大利亚培训了 48 名杂技演员 。

广东省、广州市与港澳以及国外的文物考古学

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也不断增多。 1981

年 10 月，广东省考古代表团首次到香港访问、考

察。 1982 年以来，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

分别与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



馆、澳门贾梅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广东石湾陶瓷

展览〉、〈明清书法展览〉、〈广东先秦文物展览〉、〈穗

港汉墓出土文物展览〉、〈广东晋至唐文物展览〉、〈广

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展览〉、〈苏六朋画展〉等。

1981 年和 1982 年，广州市博物馆两次派员到日本

参加书法篆刻和陶瓷书画展览。这些展览引起了港

澳同胞、海外华人和外国友人的兴趣和关注，他们

称赞广东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物和富有地方特色的文

化艺术，尤其赞赏精湛优美的陶瓷、书画、篆刻工

艺作品。

1988 年，广东省文化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在曲江马坝举行纪念

"马坝人"化石发现 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

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出席了

会议。

80 年代之后，应国家及广东省邀请前来广东

省访问、演出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逐年增

加，这些国家和地区艺术团的访问演出，对促进人

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如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比利时皇家芭蕾舞团、

美国波士顿芭蕾舞团、加拿大芭蕾舞团等，均以其

严谨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表演技巧吸引着广大观

众，每场演出座无虚席。奥地利哑剧表演艺术家幽

默诙谐的演出，不仅给观众带来乐趣，同时也为喜

剧表演艺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法国木偶剧团两度

来访演出令人耳目一新;该团突破传统木偶戏的表

演手法，大胆运用杂技、魔术的一些技巧，而且让

人与木偶同台演出，使演出的节目具有强烈的艺术

感染力。香港话剧团和致群话剧团相继来穗公演，

他们在表演、导演方面的独到之处，颇得观众和戏

剧家们的赞许。演出之余，通过座谈、讲学、示范

表演和请外来艺术家介绍海外文艺动态、艺术理论

和表演技巧，使内地的艺术家扩大了视野，增长了

知识。 1994 年，广东还首次尝试性地引进了英国

索尔兹伯里话剧团来穗演出莎士比亚名剧〈第十二

夜}，演出效果良好。

自 1988 年开始，广东先后举办了"羊城国际

舞蹈节"、"羊城国际粤剧节"、"国际潮剧节"、"国

际摄影艺术节"和"国际广东音乐节"等，这些异

彩缤纷的大规模艺术盛会，丰富了广东人民的文化

生活，增进了广东省与世界各地的相互了解和沟

通。

全省文化概况

迅速发展的文化市场

1980 年，全国第一家音乐茶座在广州东方宾

馆开办，广东社会办文化的热潮自此迅速高涨，旅

游、商业、侨务、服务业、工业、农业等部门，以

及众多的集体和个体性质的经营者，纷纷开办音乐

茶座、舞厅、桌球室、书报摊、展览室、游乐场和

音像制品、字画销售点档，及成立艺术表演团体从

事演出活动，形成蔚为大观的景象，发展势头持续

居高。据统计，截至 1994 年止，全省己有歌舞厅、

卡拉 OK 厅 4000 多间，电子游戏机室 5000 多间，

桌球室 3200 多间，音像批发、零售、出租、放映

单位 4000 多个，综合性娱乐场所 90 多间。

越来越多的部门、行业和集体、个人办文化或

者从事文化经营活动，形成了文化娱乐业的多层次

结构，带来了集资渠道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文化

开始作为一个产业，也作为一种消费，在人们头脑

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各种文化设施有了较快

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一批大型、高档、多功能的文

化娱乐设施，其中深圳市的"锦绣中华"微缩景

区、"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是影响较大和

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了大批城乡

文化经营专业户。到 80 年代中期，全省社会文化

市场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体制结构已大致呈现国

营、集体、个体合办 1:5:4 的比例。据初步调查，

全省文化娱乐业投资额目前已达到 60 亿元，全年

营业收入达到亿元，成为第三产业中异军突起的

行业。

文化市场的迅速发展，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也

促使了社会产业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加强对文化市

场的管理，也因此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提出来了。

1985 年，一些市、县开始设立社会文化管理

机构。 1986 年初，省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成立。

1990 年，省文化厅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处。短短数

年时间，全省已经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乡镇四

级文化市场管理网络。加强市场管理，规范经营行

为，促使文化市场朝繁荣、健康、活跃、有序的方

向发展，成为摆在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面前的一个重

要任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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