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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历史悠久，i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地区是鄂西北重一
’

’要地区，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文人荟萃的地方。宋玉、刘秀、。．

诸葛亮、习凿齿、孟浩然、皮日休、米芾等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0 ．

书画家都在襄樊生活：居住过。李白、杜甫：主维、元稹、自居易、刘

禹锡、岑参、李贺、杜牧，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陆游、。唐‘

寅等历代贤达都到襄樊游历过，并留下许多著名的诗章。襄樊有着o，
。

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邓国古城遗址、鄢都楚皇城遗

址、随州擂鼓墩、古隆中、水镜庄i玉印岩、承恩寺、米公柯j鹿门山、

、 多宝佛塔等都闪耀着古代文化艺术的灿烂光华。”：⋯1’t。●．卜?

明清时期，襄樊因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吸引

．、“了湖南：山西、陕西、江西、河南、安徽、四川：福建等多省客商到此’·

买义地，建会馆，从事经济活动，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 ，

。 层的扩大；同时，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o，从清代至民国初期，j

戏剧的发展在襄樊较为突出。’清初，随着江西移民不断迁居襄樊，j
‘

清戏在襄樊开始流传。r后来，山陕客商带来的秦调与楚歌交融，发：
一 展了襄樊地区特有的剧种湖北越调。-’江西宜黄的旧腔、。安徽的高

拨子再混合襄樊的越调，形成了在襄樊流传的汉戏，加之地方花鼓’
’

以及外地剧种如京剧、曲尉、河南越调、豫剧等众多的戏曲剧种，襄‘ ．

-‘ 樊成了鄂西北戏剧交流的中心地区。。、广．t一；t’一。二∥：。奠，；■
，

一 襄樊各地都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庙会和i商业行帮的庆典活

． 动，在开展这些活动时，除了演出戏剧节目外，还要表演龙灯≮狮

，，子、高跷、早船等民间舞蹈和其他文艺节目，一这就促使民间文艺在

，

， 五 ．

，

，

，

、k



‘

。’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

’。4 一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文化得到发展。1919年8月，襄樊i ．．：

4一 地区学生就组织宣传队，声援北京学生运动。随州学生组织了艺·。“
，， ，，林图书社，开展民众教育活动。1921年肖楚女在南漳成立了乡俗 ，?7

。． ’改良会，开展了反封建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襄樊人民 ．．，

。 开展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第五战 ? ：

区司令长官部迁至襄樊，血共产党领导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一 。
．

会成立，李公朴、老舍、姚雪垠、臧克家，．李可染等_批爱国文人志． ．，

、， 士来到襄樊，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三八”歌二

：。，咏队，抗敌演出四队，朝鲜义勇军宣传队J三海救亡演出二队等_i一：

。。批新型的文艺表演团体在襄樊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给这■时期襄 、

。一 樊的文化艺术带来新的繁荣。i j。1．一一 o：∥ ∥、一～；÷：
一．

’

。r‘。五四”运动以后，新的艺术门类在襄樊地区开始出现。1919年一
， 。7月，襄樊开始出现第·张报纸《觉剑妒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前，襄樊共出现各类报纸74种，这一时期是报纸种类较多的时期。
， 一“五四”运动以前，襄樊图书出版发行处于发萌时期，20年代中期广。．。

。

襄樊开始出现最早的专营书店启明书店和明星书局。1926年，共产j
’ 党员李实刨办的乐群书店，是共产党在襄樊办的第一家书店。从20，L ．

年代中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书馆及书店发展刭80多处∥， 一。

． ，，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产襄阳鸿文中学与襄阳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

。 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工人、市民团结起来，把查封的大批日，，．． ．

．。、1+．货在襄阳小北门至大北门_里多长的河堤上进行陈列，，组织市民，一 ，

． 观看，这是襄樊较早的实物展甄抗战期间，，著名画家沈运千、魏紫；， 。

熙、黄肇昌、阎松父等还在襄樊举办过多次抗日t画展。为以后襄樊’。’：，
．

‘

展览活动的开羼奠定I了基碇琏-o_i奇朝、：：一，_i：0 i’i：；x器，譬三z。。，；，。 ，‘。

0力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襄樊，久经战乱，民不聊生，，文化
”。”

。艺术事业在一定时期有了发展，但比发达地区还为落后<。清霈、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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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襄樊只有为数极少的讲演所和宣讲活动。电影、剧社、照相

馆大都被绅商把持，文化机构和设施为数很少，极其简陋。‘j： 。

，’ ：襄樊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艺术i作。1949年5月，

中共襄阳地委成立，设立了中共襄阳地委宣传部，7r月，襄阳行政 一

区专员公署成立，设立文教科。以后，各种文化艺术机构陆续建立 。

h‘‘起来。成立襄阳自报社；创办地委机关报—，-《襄阳日报’，’成立文．

艺研究社，后改为地委文工队，成立新华书店，辖襄陬樊城两个门
’市部；接管襄阳民众教育馆，改为襄樊人民文化馆，．召开文艺工作．

者会议，成立襄阳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善到1953年，全区各县

t市)大都建立了专业剧团：新华书店、电影队’：收音站和文化馆
’C站)。’ ≮‘’；i。 ?‘．。：7*，’nI r+。‘

’’一1949年至1957年，髓着机构的不断完善，文化艺术事业进入 一’

了发展时期。戏剧方面大力贯彻中央‘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

保’，对流散在民问的戏班、剧社进行了扶植，建立了职业剧团，：挖、
掘了大批优秀传统剃目，戗作演出卜批现代剧，井展了多种群众
文化活动，使这一时期群众文化活动出现了高潮。1953年成立图书

j馆，1957年兴建了馆舍，图书事业有了发展分1"949年接管私营明星

电影院，一成立国营人民电影院。j i952年全省第_个放映联队到襄 ·t

樊，1956年全区八个县成立32个放映小队，电影队伍初具规模。

1950年至1957年连年举办大型展览，运用实物模型，对群众进行一t⋯

形象化的教育收到好效果。从1955年至1958年，襄樊所辖各县相．

继办有《随县报》、‘枣阳报》、《襄阳农民》报、《南漳报》，t．：宜城报'、～
二

‘谷城报》、<光化扳》、<保康报》，是建国后办报最多的时期。50年
’

代初期，襄樊及各县(市)始建以收音机为主要工具的收音站，1956。

，年，市区及各县相继建立有线广播站，各县乡级收音站发展迅速； ，

，全区448个乡建收音站353个；对政治、经济建设起了促进作用。新 ：

华书店完善了体制，对中小学课本实行预订制．，+●般图书实行征。 -'．

订制，‘1953年至1957年，全区图书销售被评’为全省心等先进。一
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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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7年由于反右派扩太化，误伤了文化艺术界的一些同志。随 ．”

；

’

。之而来的。大跃进擤，文化艺术出现了?人人会唱歌，歌声遍城乡；人 ，。、

。 ．认会画画，壁画像海洋_等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静汽?P—i。、i>’ 。

_， 。≯冀：4960年至1966年9’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

’， 戏剧在这·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大批禁演的剧目开放，传统剧得到’‘
。

．、：恢复，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山区农村为人民服务，涌现出了犀名全’
‘ j‘国盼!板车剧团I丁·北化县豫剧团I现代戏创作出现好势头，襄阳 。

4

．，花鼓≮●筐花’，曲尉《红梅岭》，‘称心的女婿》o‘山村锣鼓赫在省现。 ，’

， ’玳戏汇演中获奖；涌现出了陈国光，汪爱芝等一批优秀演员i文艺。。
；． 。创作队伍在50年代初期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初步形成了以吉 。

。· 岸沛j孙樵声、李德复‘胡树国。阎俊杰为主的作家群。群众文化
得以恢复发展，其间，全区恢复和重建俱乐部：文化室2400多个。

t、南漳县业余文艺代表队在省文艺调演中，!牧童唱耕读》节耳，获演 ‘．-

， 一7出i创作奖。：龟影囱正规化、专业化迈进，。务县(市)都建立了电影 ．

管理站t；实现了一区了个电影队，放睬扭也卣原来老脖、杂牌换成j

?了鸟克兰加毫米移动或放映机彳都分县(市)还添置了“松花江”牌：、”
， ， j座机。≥并采用先进放映技术，．’放映场次逐年增加，收入逐年提 、，

．。 高。．1，一f，、t Y“0，i：j鼻．羹；，-、量。≯：}s：．j子；．．：，：／：：，：，：，，一f，叠 ”，

．。⋯。。1：i扎1986年僖文化大革命I开始，’大批从事文化艺术的千部和优 ．

。

。，’ ‘，秀文艺工作者被批判，各种文化艺术活动遭鏊止，．：报纸被迫停糯 j。

} 。．7闺书馆jo余万册藏书被抢劫节空，文化艺术工作处．亍瘫痪状，7
⋯，：+ “态。+。眨■@‘s，j。．¨㈤o鼍势‘。j．，．‘；藩。!“‘二。．■。X、’。‘，。÷，÷≯、

‘√：i≯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0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

。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垒会召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一～

t 来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拆一从此以后，到1988年的*‘

～。，’ 重。年问襄樊文化艺术再次进冬了繁荣时期．4≮’j’{j．，j j÷：j≯，⋯。．。
，．“ 4：羚鼍i 1979年至i1988年≮金市专业艺术团体创作演盥盼f翠萍卖’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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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老幺进城》：‘003号》、‘第九个犯人》等42’个戏剧、‘曲艺、音。’

乐、舞蹈节目参加了省级以上的汇(调)演、比赛，共获86余项名次 一

奖。老河I=I市创作演出的豫剧‘文帝杀舅》，随州市创作演出的随州

花鼓戏《大鹏歌》，在全省首届戏剧节中获两枚金牌、五枚银牌和两

项特别奖。两剧分别上演百场，先后搬上银幕，并参加了全省优秀

剧目展览演出。市歌舞团刘勇创作的舞蹈《新婚交响曲》，在全省第

三届“莺歌金奖赛”中引起轰动，获该次比赛最高分。襄阳县豫剧团
。

‘侥秀演员李喜华连续两届在全省青年演员比赛中捧回金杯、金牌， 。．

．一在全‘国首届中青年豫剧演员比赛中，夺得“最佳青年演员金杯奖”。

坠子演员郝桂萍三次荣获湖北省一至三届。百花书会∥一等奖。’随’

州花鼓戏新秀辛红在全省戏剧节中夺得金牌。‘i988年举行的湖北

七市器乐金杯赛中，吴宝键、廖经凡等～批优秀演奏员又夺得金杯
’

和金牌3个、银牌11个、铜牌9个：群众性的创作和演出也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坠胡独奏《赶集》在全国盲人演唱录音比赛中获国家

特别优异奖i学校剧《胖猪患弹吉它》、《断把的拖把》1987年在全国

．学校剧评奖中分别获二等奖和奋发奖，并双获省一等奖。宜城农

民作者创作的小戏《一品香'在全国评比中获三等奖v。省一等奖：

j曲艺《伍豪之剑》、故事《猴子吃西瓜》在全省比赛中均获。等奖。在。

1988年举行的全省民间音乐舞蹈电视大奖赛上一全市5个节目进’

， 入决赛，获金杯1个、银杯4个：’￥。一：．r⋯㈡_一一+。、寸9，’F n‘ ·

1979年，市文联建立以后，积极组建协会，各县(耕文联和协 、‘

会陆续建立起来：“浩然”：4叶笛”；哗庐”y鸿文”_’“新星?等群众
。 性文学社团出现。t市文联《汉水》杂志：各县(市)文联、文化馆创办’．

．的‘鹿门山》、《编钟》、《茅庐》、《粉水》，鬈枣花h‘宜城文艺》等刊物≯．

， 为广大作者提供了创作园地。文学创作出现了《兵行诡道>≮油茶

。花开了》、<有来头的车间主任》、‘《别了已城公社》等一批有影响的，．

作品。全市业余作者散见于奎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小说达600多，

篇；’诗歌700余首：全市有50口件绘画i 150件书法作品、130件 j
‘

一
’’

冉．
’

。

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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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上做文章，办出了tl己的特色。1985年该报发行到6．2
’

万份。与此同时，’一些县’(市)一报纸复刊或创刊。198年{．月 ’,01

、 日‘襄阳农民报>复刊0 1981年10月，+髓县科学技术协会创办了

‘学科学》报，41982年3月1日公开发行。1984年4月2日《谷城报》复 ，

。刊。1984年10月1日《随州报》创刊；1988年《南漳报》复刊。1988年一

7月1日《老河口报》创刊。这些报纸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为，
’

发展城乡商品经济服务，为群众生产和生活服务，受到群众欢迎。’

1979年以来，’广播电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有线广播进一步

得到发展，全市已建立县(市)广播站9个：乡镇广播站171个，．村

广播室571个，农村有线广播线路达33777．岳秆程公里。市广播

电台恢复后，电台已发展到5座，其中无线广播电台3座(襄樊、随

州、老河口)，有线广播电台2座(襄阳、南漳)：电视台从无到有，已
。 ’

发展到4座。全市人民可收听4套广播节目，’可收看4套电视节．

目。近几年来襄樊广播电视成果丰硕，在全省、全国评比获奖较多。

1987年，市电台向全国市级电台提供文艺节目被评为贡献二等奖，

4集广播连续剧《烽火襄阳》获优秀节目奖，戏剧专题《汉江边上唱

破天一介绍襄阳豫剧团青年演员李喜华>获全国“金龙杯”一等
奖；1988年向全国市级电台提供文艺节目被评为贡献L等奖，8集

广播连续剧《潘金莲>、单本广播剧《心愿)被评为优秀节日奖，市电‘，

台生产的第一部50讲评书《杨贵妃》获三等奖。市电视台1987年和

。 1988年两次录制的春节电视文艺节目都被中央电视台采用，《歌在 ．．

‘古城，舞在古城’在全国评比中获三等奖。以本市作者为主要编剧

。的9集电视连续剧‘诸葛亮》受到国内外观众赞誉，市歌舞团创作

的电视剧《九月洪峰》，市豫剧团演出的4集电视连续剧‘七品芝麻

官新传>先后与观众见面，同时，出现了一批较好的电视剧作品。在 ，

新闻节目中，全市有几十篇稿件被评为全国、全省好新闻，并获奖。
‘

市播音协会主办的《播音界》杂志被全国播音协会定为会刊，在全

国发行；南漳县广播电视局被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全国先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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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雷_-声被中央厂播电影电视部授予先进’ ’，

· 工作者称号¨在全省无线台维护管理评比中，我市中波台198．6年： 。、。

： j荣获播出管理；等奖；市嘻理声霹!￡18黔j?87霭等分勤零蓼播出蕈”‘I¨ i
j ： 霉三等肇和；等奖t气i；：，和阜。一，，一。．。；”i，：∥《，，”。

。

．“

7， ，二，7198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襄樊编辑部成立。’到i988年，共出版 。．

：

+。

门画40。1万幅，书画册3000册，各类图书30种47．8万册。；这些，
2’

。作品较好地反映亍襄樊地方特色。新华书店1979年至1987年镑 ．。’。，

售总额9263．2方完，f979年至1988年利酒总额为5io．rL方元，‘为 ，。．

前11等利润总誓的．警?一39．誓I i赢·I呵?塞蠢。：二。：÷j：一、：z；．；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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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授训导署、学正训导署和教谕训导署，府二娜、县设劝学所，
， 、辅助府、州、县办理文化教育事务。劝学所以本地官员为监督，4设．

总董1人；设综核各区文讹教育情况。召?区所辖境内划分若干学区，-“

。一每学区设劝学员t人；担负本学区‘丙劝学任务0劝学所的具体任’

‘务是筹集经费、劝导入学、调查学务及宣讲文化教育宗旨等。劝

．，

。 学员由总董选择本地区．土著绅士中品行端正j热心文化教育者。张 ，

。

之洞治鄂期间，令各府、州、县一律设讲演所。襄樊二城均设讲演

所。i，，j≮ 二‘i!-≥一，：．一 t1：j强。二：7‘t j tF每。， ‘

斯；。清宣统元年(1909)．清廷颁布<府、州‘、县地方自治章程>j1910一
。 年12月修改i劝学所章程》；确定劝学所为府、州、县文化教育辅助

，．机构，将劝学所总董改为劝学总长，增设书记1人。经办文化教育事
。

‘

务。t对外施令行文，仍以地方宫名义发布0。‘‘一·：、‘享：‘+，：：。_一
h。

o民国元年(1912)，设置安襄荆郧道；。民国2年(1913)改为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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