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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书为重庆文化艺术事业专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记述重庆地区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是重庆有史以来首部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文化艺术专业志书。

二、本志书记述的范围以1985年底重庆市辖9区12县行政区划

为界，分概述、大事记要、专业志略、人物传记4大部类，依次排列。上限时

间不等，统合古今为宜，下限一律止于重庆市志编写规定的1 985年底。

三、本志书的主体部分是专业志略。各专业志略都以篇、章、节、目

为记述结构层次，由文化行政；图书馆、博物馆；戏曲；曲艺、杂技；话剧、

歌剧；音乐、舞蹈；电影；美术、书法、篆刻、摄影；演出场所；文化艺术交

流；群众文化11篇，加上人物传记共12篇组成，计有31章127节1

593目。以类系事，横排纵记，纵横有序，节中立目，共约111万字，并有

彩色和黑白图片60幅。

四、鉴于历史的原因和重庆独具的特点，在本志书的各个篇章中，

都侧重记述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的重庆地区文化艺术事业的风貌及其发展与业绩。

五、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书入传人物主要以其在本地区文化艺

术事业中的突出贡献为据，并适当选入其主要业绩在外地的本籍人物。

六、本志书采用历史纪年和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

历史纪年，其后夹注公元纪年。如周代慎靓王五年(前316)，隋代开皇

元年(58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并按约定俗成，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或“解放前"、“解放
￡二”

，口 。

七、为了文字简明，文中如周裕祥(1911年"--'1985年)简略为周裕

祥(1911～1985)；表格中的1926午7月15日"-一1932年8月12日简略

为1926．7．15---1932．8．12，以此类推，特此说明。

八、本志书有目录，以便检索。卷首有凡例和序，卷末有附录和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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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化艺术志》编审委员会

顾 问：朱鼎固 苏·觉刘鸿年邹速张民权

张德舁何冶孙水亮

主任委员：王洪华

副主任委员：郭汝魁李自治王川平张根发 申列荣

王成孚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止正王正福叶语石曼石颖

田广才厉慧敏朱龙渊刘晓电刘豫川

陈铎张力张铁张少兰张再为

李吉录李国光李淑玛郑云福罗世全

胡度胡静查全仁。袁玉垄郭汝魁

席承绶黄必康筱秀灵熊炬

主 编：王洪华郭汝魁(兼总纂)

副主编：张根发胡度(执行副总纂)

部类分编：郑云福张力黄贤虞

编 务：熊长芬



《重庆文化艺术志》编审委员会

前两届组成人员

(1990年5月～1994年2月)

特邀顾问：卢耀武李庆异

顾 问：朱鼎固 张莺张民权刘鸿年何冶

张德异孙水亮黄必康张再为石颖

主 任：郭汝魁

副主任：邹速苏觉

委 员：王川平 申列荣厉慧敏 田广才张少兰

朱龙渊李国光查全仁胡静席承绶

陆柴袁玉垄郑云福熊炬’叶语

董其祥陈铎李行王止正筱秀灵

(1994年2月"--'1999年4月)

顾 问：朱鼎固 张民权刘鸿年张德舁郭汝魁

苏觉邹速孙水亮何冶

主 任：李华年

副主任：李自治 申列荣王川平王成孚

委 员：袁玉垄厉慧敏陆綮田广才筱秀灵

查全仁黄必康席承绶张再为石颖

罗世全梁平牛文叶语胡静

张少兰熊炬陈铎刘豫川王止正

胡天成郑云福李叔玛



撰 稿 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概述

胡 度

大事记要

王川平石曼朱春晖杨明 陈铎 肖一帆

张友川，张修文郑云福周光彬罗昌重姜广庆

胡天成黄英黄体仁黄贤虞筱秀灵熊炬

第一篇文化行政

朱龙渊胡度郭汝魁黄贤虞

第二篇图书馆博物馆

方其仁．宁荣章刘立群孙志慧．陈，克陈铎

杨 明郑云福胡昌健，袁。钧谭盛炯

第三篇戏曲，

冉庄朱龙渊任耀翔杨忠全张力何明孝

张修文罗昌重罗健卿胡天成筱秀灵

第四篇曲艺杂技
· 张力 张修文曾海帆熊炬戴祖贵

第五篇话剧歌剧

石．曼朱春晖．张。力+孟少卿罗昌重罗健卿，

海 岚



第六篇音乐舞蹈

郑云福黄体仁

第七篇电影

王荣刘德华张虹郑云福周光彬彭正宗

第八篇美术书法摄影

朱嘉林范国明黄贤虞蒋维亮廖科

第九篇演出场所

肖一帆涂泽维黄贤虞彭扬琼

第十篇文化艺术交流

黄贤虞

第十一篇群众文化

石艺’任竞黄贤虞

第十二篇人物传记

卞培成王志勉王逸虹邓宗源卢鸿沐刘勉

刘双江朱介秋朱龙渊任耀翔李今白李行

李敏康杨定杼张力张修文陈宗树陈家庆

陈铎陈野何明孝何德君余荣邦林明远

罗升河罗健卿竺筱琳周世芬胡度查杼梅

夏庭光黄贤虞 曾祥明蔡佳伶谭韶华熊炬

戴明戴彩萍

资料及图片提供单位

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



四川省档案馆 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市博物馆湖北省图书馆 巴县档案馆北碚图书馆

江北县档案馆 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

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重庆建筑工程大学图书馆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图书馆

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重庆交通学院图书馆 四川外语学院图书馆

渝州大学图书馆重庆师范学院图书馆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文献馆 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重庆市总工会重庆戏剧家协会重庆音乐家协会

重庆舞蹈家协会重庆曲艺家协会重庆美术家协会

重庆书法家协会重庆摄影家协会渝中区文化局

江北区文广电体局沙坪坝区文化局南岸区文广局。

九龙坡区文广局北碚区文广局 万盛区文化局

大渡口区文化局双桥区文体组 巴南区文化局 长寿县文化局

綦江县文体局 渝北区文化局 永J l l市文体局 江津市文体局

璧山县文化局 合川市文化局铜梁县文化局 大足县文化局

荣昌县文化局潼南县文化局重庆市总工会

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重庆市文物商店重庆市川剧院

重庆市艺术研究所《重庆戏曲志》编辑部重庆市京剧团 ，

重庆市越剧团 重庆市曲艺团重庆杂技艺术团重庆市话剧团

重庆市歌剧院重庆市歌舞团重庆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重庆市美术公司重庆国画院重庆市演出公司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重庆艺术学校 重庆市渝中区木偶剧团



席

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 乡，承定

巴渝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艺术，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百

花齐放，异彩纷呈。重庆市文化局主修的《重庆文化艺术志》这部巨著，

是重庆有史以来首部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文化艺术专业志书，是我市新

时期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的一大形象工程和重大成果。

‘重庆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古属梁州之域，后为巴国

首府，建城的历史至今已有3 000余年。自古以来，勤劳勇敢、多才多艺

的巴渝儿女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上溯秦汉，中至

明清，下及当代，遗存有大量优秀的文化遗产。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

战时的“陪都”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这一特定的

历史地位，使重庆·度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国文化名

流也云集重庆。在以周恩来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抗

战文化蓬勃兴起。主张抗战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坚定地贯彻了毛泽东同

志当时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和‘‘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文化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从而创造了光彩夺目的“抗战文化”。这是一笔巨大的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史财富，使重庆的文化在20世纪即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周恩来同志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重庆战斗、生活所培育起来的“红岩精神”，

现已成为塑造当代重庆人的强大精神动力，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力量。“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红岩村、新

华日报等革命旧址，是我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众多文化名

人旧居及珍贵的文化艺术资料，是重庆文化的珍贵资源，倍受世人景

仰，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

盛世修志，古有传统，今有创新。这部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1986年秋组织全市文化艺术系统专家、

学者、业务干部及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共130余人，参加普查、调研、采

访、查阅档案、梳理文献工作开始，经过反复核实资料，多次整合体例，

精心实施编撰，历经14个春秋，终于成书面世。

《重庆文化艺术志》主要展示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85年间共145年的风云岁月中，重庆地区文化

艺术发展的历史风貌与现实业绩。这是一部具有民族性、科学性、时代

性。、权威性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艺术专业志书。在跨入新世纪

之际，《重庆文化艺术志》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风采面世了，这是重庆文

化艺术史上的大事。值此，我深深感谢为这部巨著付出了艰辛劳动的所

有专家、学者、编辑和有关老同志，以及出版这本书的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你们的劳动已经融入了历史。我相信这部志书，必将在我市实施

西部大开发伟大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中，发挥继

往开来，承前启后，经世致用，一方信史的镜鉴作用。

披阅之余，欣然命笔，是为序。 ，．

200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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