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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在地理上处于黄河流域，黄河和太行山之间。在山西这块±地上，孕育了丰富多彩

的文化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它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业绩卓著，灿若星辰。现代，又有革命文化运动的勃起，新兴文艺的

传播，为古老艺术增添了新的活力，生机盎然。新时期文艺改革，更使三晋艺苑百花纷呈，繁

荣兴旺。

《山西文化艺术志》是山西省志丛稿之一。它的记述范围，上以古代文化艺术的萌发

为肇始，下限1985年。可以说，这部志稿跨度大、时限长，包罗广、门类全，是一部纵贯

古今的文艺新志。

这部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广征博采，存真求实，在对资料积累、核实、比较之后，依据

志书的编纂体例和大纲的要求，选材编写而成。

为使本书的资料达到翔实可靠，在编写过程中，曾多次举行资料论证会、学术讨论会。

这一工作曾得到省城老文艺工作者，专家、学者和领导们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这里，我们

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综述由王一民撰稿，第一编由郭士星、齐荣晋、杨笙鸣、魏翠梅、安世彪，梁锦玲

等人撰稿，第二编由刘建昌撰稿，第三编由吕良、田彩凤、乔瑞明、尹学华、谢静珊、樊志

君等人撰稿，第四编由王怀德、王仲祥、马学超撰稿，第五编由郭凤耀撰稿，第六编由李镛

德、陆忠信撰稿，第七编由葛吉吕撰稿，第八编由王永豪、赵玉泉撰稿，第九编由柴建国、

徐文达撰稿，第十编由袁长江、李如斌、曾昭靖、贾酉全、王艺华撰稿，第十一编由艾治

国、杨笙鸣等人撰稿，第十二编由石铁农撰稿。他们在完成繁重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又挤出

大量时间去搜集有关资料，而且多次改写，辛勤耕耘，贡献出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为此，向

所有作者和为本书提供资料的同志致以最真诚的谢意l

真切希望广大关心志书和研究志书的同志读过此书后，能够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

修改，使本书更臻完善。

编者

1989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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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述

一、古代文化⋯⋯⋯⋯t··⋯⋯⋯⋯⋯⋯⋯⋯⋯⋯⋯一⋯⋯⋯⋯”⋯⋯“囊·；·氟”蠢⋯Ic 1)

二、“嚣圈”以来的新文亿⋯⋯⋯⋯⋯⋯⋯⋯⋯⋯⋯⋯⋯⋯⋯⋯“_·沁··：j⋯·j‰℃3)

三、建国以后的文化事业“⋯⋯⋯⋯⋯⋯⋯⋯⋯⋯⋯⋯⋯⋯⋯⋯⋯⋯⋯⋯⋯⋯⋯．(8。|)

第一鳙戏蘸 ，

第一章概述⋯”⋯⋯⋯一⋯⋯⋯⋯⋯⋯⋯⋯⋯⋯⋯⋯⋯⋯⋯一⋯一⋯⋯一⋯⋯“(14)

第二章睦大梆子⋯⋯⋯⋯⋯⋯⋯⋯⋯⋯⋯⋯⋯⋯⋯⋯⋯⋯⋯⋯⋯⋯⋯⋯⋯⋯⋯(18≥

第一节蒲剧(蒲州梆予)⋯．．⋯⋯⋯⋯⋯⋯⋯⋯⋯·⋯⋯⋯⋯⋯⋯⋯⋯⋯⋯⋯(18)

第二繁晋溅(审路梆子>⋯⋯·t⋯⋯⋯⋯⋯⋯⋯⋯⋯⋯⋯⋯⋯⋯·t·⋯·¨t⋯⋯(2s)

第三节北路梆子·⋯⋯⋯⋯·⋯⋯⋯⋯⋯⋯⋯⋯⋯⋯⋯“⋯⋯··⋯_．·“一⋯⋯⋯(34)

’第陛第上党梆子⋯⋯⋯⋯⋯·⋯⋯⋯⋯⋯⋯⋯⋯⋯⋯⋯⋯⋯⋯⋯⋯⋯⋯⋯⋯一(37)

第三章其它戏曲剧种⋯··⋯⋯··⋯⋯一⋯⋯⋯⋯⋯⋯⋯⋯⋯⋯⋯⋯⋯⋯“⋯⋯⋯·(43)

第四章京剧及其它外来戏熊剥种⋯⋯⋯⋯⋯⋯⋯⋯⋯⋯⋯⋯⋯⋯⋯⋯⋯⋯⋯⋯(7'1>

．第一节，京剃·””⋯一⋯⋯··⋯·⋯⋯⋯⋯⋯⋯⋯⋯⋯⋯⋯⋯⋯⋯⋯”··⋯⋯⋯·矗．(71．)

第二节其它外来戏睡剧种····⋯⋯⋯⋯⋯·⋯⋯⋯⋯⋯⋯⋯⋯⋯⋯·⋯⋯⋯··：⋯(铊>

第五章皮影戏木偶戏·⋯⋯·j⋯⋯⋯⋯··⋯⋯⋯⋯⋯⋯⋯⋯”⋯⋯⋯“⋯⋯⋯⋯．⋯《73)

第一节皮影戏··⋯·⋯⋯⋯一⋯⋯⋯⋯·⋯“⋯⋯⋯⋯⋯一一～⋯·n··委it·?一⋯。叫，C．73>

笔二节本偶戏⋯⋯⋯”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蟊氟菇···震萝≯《：狂)
第六章话剧⋯⋯⋯⋯·”⋯．．⋯⋯⋯⋯⋯-⋯⋯·⋯⋯⋯···⋯．．⋯⋯．．．诚··“：⋯⋯o('75)

筹一繁翠勰的话麟活动⋯⋯⋯⋯⋯⋯⋯··⋯，⋯⋯⋯⋯⋯⋯⋯⋯矗籼⋯i⋯“⋯<?5)

第二节抗日战争和解敖战争时期的话剧运动⋯⋯⋯⋯⋯⋯·⋯⋯”⋯⋯⋯··j⋯’(77)

笔_曼节建鼠露的{蠹劂事鼗⋯⋯⋯⋯⋯⋯⋯⋯⋯⋯⋯⋯⋯⋯·⋯⋯一一⋯·‘；：⋯“0挎>
第七章歌剧⋯⋯⋯．．⋯⋯⋯⋯·⋯⋯⋯⋯⋯⋯⋯⋯⋯⋯⋯⋯⋯⋯⋯·⋯⋯”≮⋯矾”j：|酊：喜

第一节摭鼹战争襁解放战争时期静歌剽潘动．．⋯⋯⋯⋯⋯⋯⋯一⋯⋯⋯一一⋯·。(81)

第二节新中国建虚后的歌剧事业⋯⋯⋯⋯⋯“⋯⋯··”⋯⋯⋯“一mo⋯o⋯”(8奎)

第三节代表剧目及主要歌舞团体⋯⋯⋯⋯⋯⋯⋯⋯⋯⋯⋯·”⋯一·一⋯⋯⋯⋯·083>

第八章山西省戏剧研究所⋯⋯·⋯·一⋯⋯t·⋯”⋯⋯⋯⋯“⋯⋯·⋯·一⋯⋯”··⋯一·(88)

第=绩音乐

第一章概述⋯⋯⋯⋯⋯一⋯⋯⋯⋯⋯⋯⋯”⋯⋯⋯⋯⋯一⋯⋯⋯一⋯⋯⋯⋯·(90)

第二章民间歌趣⋯“⋯⋯⋯⋯⋯⋯⋯··⋯⋯⋯一⋯⋯⋯⋯⋯⋯⋯一”⋯⋯．．t．．．⋯(94)



第一节传统民歌⋯⋯⋯⋯⋯⋯⋯⋯⋯⋯⋯⋯⋯⋯⋯⋯⋯⋯⋯⋯⋯⋯⋯⋯⋯⋯(94)

第二节新民歌⋯⋯⋯⋯··⋯⋯⋯⋯⋯⋯⋯⋯⋯⋯⋯⋯⋯⋯⋯⋯⋯⋯⋯⋯⋯⋯。(98)

第三章民间器乐⋯⋯⋯⋯⋯⋯⋯⋯⋯⋯⋯⋯⋯⋯⋯⋯⋯⋯⋯⋯⋯⋯⋯⋯⋯⋯⋯(99)

第一节 乐器⋯⋯⋯⋯⋯⋯··二舅．．⋯⋯⋯⋯⋯⋯·?j⋯⋯⋯⋯⋯⋯⋯⋯⋯⋯⋯⋯”(99)

第二节乐种和乐曲⋯⋯⋯⋯·：⋯⋯⋯⋯⋯⋯⋯⋯⋯⋯⋯⋯⋯⋯⋯⋯⋯⋯⋯⋯。(101)

第四章曲艺、戏曲音乐⋯⋯⋯⋯⋯⋯⋯⋯⋯⋯⋯⋯⋯⋯⋯⋯⋯⋯⋯⋯⋯⋯⋯⋯(105)

第一节曲艺音乐⋯⋯⋯⋯⋯⋯⋯⋯⋯⋯⋯⋯⋯⋯⋯⋯⋯⋯⋯⋯⋯⋯⋯⋯⋯⋯(105)

第二节戏曲音乐⋯⋯⋯⋯⋯⋯⋯⋯⋯⋯⋯⋯⋯⋯⋯⋯-⋯⋯⋯⋯⋯⋯⋯⋯⋯”(106)

第五章新音乐创作⋯⋯⋯⋯⋯⋯⋯⋯⋯⋯⋯⋯⋯⋯⋯_⋯⋯⋯⋯⋯⋯⋯⋯⋯⋯‘(107>

。第一节建国前的创作⋯⋯⋯⋯⋯·⋯⋯⋯⋯⋯⋯”⋯⋯⋯⋯⋯⋯⋯⋯⋯．．⋯⋯。(107)

第二节建国后的创作⋯⋯⋯⋯⋯⋯·⋯⋯⋯⋯⋯⋯⋯⋯⋯⋯··⋯⋯“⋯⋯⋯⋯。(108)

第六章音乐书刊⋯⋯⋯⋯··⋯⋯⋯⋯⋯⋯⋯⋯⋯⋯⋯⋯⋯⋯_⋯⋯“t·O"Ql"0．．’·‘⋯⋯(110)

第一节建国前的书刊⋯⋯⋯⋯⋯⋯⋯⋯⋯⋯⋯⋯⋯⋯⋯⋯⋯⋯⋯⋯⋯⋯⋯⋯ji(110)

，第二节建国后的书刊⋯⋯⋯··⋯⋯⋯⋯⋯⋯⋯⋯⋯·⋯⋯⋯⋯⋯⋯⋯一⋯⋯⋯。(110)

第兰编舞蹈

第一章概述⋯⋯⋯⋯⋯⋯⋯⋯⋯⋯⋯⋯⋯⋯⋯⋯⋯⋯⋯．．一·⋯·⋯⋯⋯⋯“⋯‘(113)

第二章舞蹈活动⋯⋯⋯⋯⋯⋯⋯⋯⋯⋯⋯⋯⋯⋯⋯⋯⋯⋯⋯．．“⋯·⋯⋯·⋯⋯⋯(116)

?’第一节革命根据地的舞蹈活动⋯⋯⋯⋯⋯⋯⋯⋯⋯⋯⋯．．⋯⋯一-⋯一⋯⋯⋯一(116)

第二节建国后的舞蹈事业⋯⋯⋯⋯·⋯⋯⋯⋯⋯⋯⋯⋯⋯⋯⋯⋯⋯⋯⋯⋯⋯“(1 17)

第三章民间舞蹈⋯⋯⋯⋯⋯⋯⋯⋯⋯⋯⋯⋯⋯⋯⋯⋯⋯⋯⋯一j1．．j_．·⋯⋯⋯⋯⋯‘(122)

第一节秧歌类⋯⋯⋯⋯⋯⋯⋯⋯⋯⋯⋯⋯⋯⋯⋯·”_···．．··⋯⋯⋯⋯⋯⋯⋯⋯(123)

一第二节锣鼓类⋯⋯⋯⋯⋯⋯⋯⋯⋯⋯⋯⋯⋯⋯⋯⋯⋯⋯⋯⋯⋯⋯⋯．．⋯⋯⋯·(129)

·一第三节彩灯类⋯⋯⋯⋯⋯⋯⋯⋯⋯⋯⋯⋯⋯⋯⋯⋯一．．_．．·。⋯：⋯⋯“·⋯⋯⋯⋯(133)

一第四节车船类⋯⋯⋯⋯⋯⋯⋯⋯⋯⋯⋯．．⋯⋯⋯⋯⋯⋯⋯⋯⋯·⋯．．⋯⋯⋯⋯-(136)

第五节花鸟类⋯⋯⋯⋯⋯⋯⋯⋯⋯⋯⋯⋯⋯⋯⋯⋯⋯⋯⋯⋯⋯．．·．．·．．⋯⋯·⋯(138)

第六节拟兽类⋯⋯⋯⋯⋯⋯⋯⋯⋯⋯⋯⋯⋯．．⋯⋯⋯⋯⋯⋯⋯⋯·⋯⋯⋯⋯⋯(139)

第七节武技类⋯⋯⋯⋯⋯⋯⋯⋯⋯⋯⋯⋯·⋯⋯⋯⋯⋯⋯⋯⋯⋯⋯⋯·⋯⋯⋯·(142)

第八节神鬼类⋯⋯⋯⋯⋯⋯⋯⋯⋯⋯⋯⋯⋯⋯⋯⋯⋯⋯⋯⋯⋯⋯⋯⋯⋯⋯⋯(144)

．第九节其他类⋯⋯⋯⋯⋯⋯⋯⋯··．．．·一。⋯··⋯“··：⋯⋯⋯⋯-．⋯⋯·。⋯⋯⋯⋯··(147)

第四章群众团体⋯⋯⋯⋯⋯⋯⋯⋯⋯⋯⋯⋯⋯⋯⋯⋯⋯⋯．．”⋯⋯⋯⋯·“⋯⋯·(148)

第四编曲艺

第一章概述⋯⋯⋯⋯⋯⋯⋯⋯⋯⋯一：一⋯··⋯．．⋯⋯⋯⋯”．．⋯⋯·⋯⋯一⋯⋯．．(150)

第二章曲种⋯·⋯⋯⋯⋯⋯⋯⋯⋯⋯⋯⋯⋯⋯⋯⋯⋯⋯⋯⋯⋯⋯⋯·⋯一⋯⋯·(152)

i第一节地方曲种⋯⋯⋯⋯⋯⋯⋯⋯⋯⋯⋯⋯⋯⋯·⋯·⋯⋯⋯⋯⋯⋯一⋯⋯⋯．．(152)

第二节外来曲艺⋯⋯⋯⋯⋯⋯⋯⋯⋯⋯⋯⋯⋯⋯⋯⋯⋯⋯⋯⋯”⋯⋯⋯一⋯-·(166)

第三章书目⋯⋯⋯⋯⋯⋯⋯⋯⋯⋯⋯⋯⋯⋯⋯⋯⋯⋯⋯⋯⋯⋯⋯⋯⋯⋯⋯⋯(168)

第一节省内流传的传统书目·⋯⋯⋯⋯⋯⋯⋯⋯⋯⋯⋯⋯⋯⋯⋯⋯．．⋯⋯⋯⋯(169)

：第二节古今出版的曲艺专集⋯·⋯⋯⋯⋯⋯⋯⋯⋯⋯⋯⋯⋯⋯⋯．．．“o”7：⋯··。<l 7，O)



日 录 3

第三节全国性报刊发表的作品⋯⋯⋯⋯⋯⋯⋯⋯⋯”⋯⋯⋯⋯⋯·㈡一·⋯⋯一(171)

第四章活动⋯⋯⋯⋯⋯⋯⋯⋯·⋯⋯⋯⋯⋯⋯⋯⋯⋯⋯．．⋯⋯⋯⋯⋯⋯⋯⋯⋯(171)

第一节乡村艺人说唱⋯⋯⋯⋯”⋯⋯⋯⋯⋯⋯⋯⋯⋯·⋯⋯一⋯⋯．．“⋯⋯⋯⋯(171)

第二节城市艺人作艺⋯⋯⋯⋯⋯⋯⋯⋯⋯⋯⋯⋯⋯⋯⋯⋯⋯⋯．．‘?”⋯⋯⋯⋯(174)

‘、第三节新书段创作⋯⋯⋯⋯⋯⋯⋯⋯⋯⋯⋯⋯⋯⋯⋯⋯⋯⋯⋯⋯·⋯“⋯⋯“。(175)

第四节会演与评奖⋯⋯⋯⋯⋯⋯．．．．，．．．．⋯一⋯⋯⋯⋯⋯．．⋯⋯⋯-．⋯．．⋯．．⋯。(176)

’第五：章，团·一体⋯⋯⋯⋯⋯⋯⋯⋯””⋯⋯．⋯⋯⋯⋯⋯⋯⋯”⋯”．．⋯⋯⋯⋯⋯·⋯·(179)

第五编杂技 。

·

；第。章概述···⋯⋯”⋯·”⋯”⋯⋯．．””“·”．．．⋯⋯⋯⋯⋯⋯⋯“．．⋯⋯⋯⋯⋯··(183)

第二章节目⋯-⋯⋯⋯⋯⋯⋯．．．”⋯⋯一⋯⋯．．．⋯⋯⋯一⋯”⋯”⋯一．．⋯、⋯··(1"85)

第三章团体⋯⋯·．．⋯．．⋯I、Q·O D$．·B ee
O．O o“⋯”．．．．⋯．．一⋯⋯“⋯⋯⋯⋯⋯·：一⋯⋯”·(188)

第六缩电影 ⋯ ．⋯⋯ ．．

一

。第一章概述⋯···O B·．P=DO．．，”⋯”””一⋯⋯．．”一⋯．．w””⋯·j“w．．⋯⋯⋯⋯⋯⋯”(191)

第二章制片⋯⋯⋯⋯⋯⋯⋯⋯⋯⋯⋯⋯⋯⋯⋯⋯⋯．．．⋯⋯⋯⋯⋯“，⋯“州⋯“(193)

第一节建国前的制片⋯⋯⋯⋯⋯，．．⋯⋯⋯⋯⋯一⋯·⋯⋯”⋯．．⋯⋯⋯⋯⋯⋯·(193)

第二节建国后的制片⋯⋯，⋯⋯⋯一⋯⋯⋯⋯⋯⋯“⋯⋯“n”⋯“．．n⋯“⋯·⋯(194)

第三章发行⋯·⋯⋯⋯“·⋯⋯⋯一⋯⋯⋯⋯⋯⋯⋯··“⋯．．．⋯⋯·一廿．．．．r“．．．⋯·《195)

第一节建国前的影片发行⋯⋯⋯⋯⋯⋯⋯⋯⋯⋯⋯⋯⋯⋯⋯．．．、Y⋯⋯+⋯“，·(．195)

第二节建国后的影片发行⋯⋯⋯⋯⋯⋯⋯⋯⋯⋯⋯⋯⋯⋯⋯”··”⋯⋯m一"．(195)

第四章放映⋯⋯．．!·⋯⋯·“⋯⋯⋯⋯⋯⋯⋯⋯一⋯⋯⋯⋯⋯”一⋯⋯”⋯⋯·n“(198)

第一节建国前的电影放映⋯⋯⋯⋯⋯⋯⋯⋯⋯⋯⋯⋯一⋯一⋯⋯⋯⋯⋯“⋯⋯(1．98)

第二节a建国后的电影放映⋯⋯⋯⋯⋯⋯⋯⋯⋯⋯⋯⋯⋯⋯⋯⋯⋯⋯⋯⋯⋯⋯(200)

第五章宣传·⋯⋯⋯⋯⋯⋯⋯⋯⋯⋯⋯⋯⋯⋯⋯⋯⋯⋯⋯⋯··⋯⋯⋯¨⋯⋯⋯(210)

l。第一节建国前的电影宣传⋯⋯⋯⋯⋯⋯⋯⋯⋯⋯⋯⋯⋯⋯⋯⋯⋯一⋯⋯⋯⋯(210)

第二节建国后的电影宣传⋯⋯⋯⋯⋯⋯⋯⋯⋯⋯⋯⋯⋯⋯⋯⋯。·⋯·⋯⋯⋯·．．．(211)

第六章放映设备器材的生产和供应⋯⋯⋯⋯⋯⋯⋯⋯·⋯⋯⋯⋯⋯⋯⋯⋯⋯·。⋯(21S：．)

第一节z电影机械工业⋯⋯⋯⋯⋯⋯⋯⋯⋯⋯⋯⋯⋯⋯⋯⋯⋯⋯⋯⋯⋯⋯⋯⋯(213)

第二节器材供应⋯⋯⋯⋯⋯⋯⋯⋯⋯⋯⋯⋯⋯⋯1⋯⋯⋯⋯⋯⋯小“_⋯”⋯·(214)

第七缡．群众文化

第一章概述·⋯⋯⋯⋯⋯⋯⋯⋯⋯”⋯⋯⋯⋯⋯⋯⋯⋯⋯⋯⋯⋯⋯··⋯m·一；”(215-)

第二章组织机构⋯⋯⋯⋯⋯⋯⋯⋯⋯⋯⋯⋯⋯⋯⋯⋯⋯⋯⋯⋯⋯⋯⋯⋯⋯⋯⋯(218)

第一节群众艺术馆⋯⋯⋯⋯⋯⋯⋯⋯⋯⋯⋯⋯⋯⋯⋯⋯⋯⋯⋯⋯㈠⋯。⋯⋯⋯(218)

第二节文化馆⋯⋯⋯⋯⋯⋯⋯⋯⋯⋯⋯⋯⋯⋯⋯⋯⋯⋯⋯⋯⋯“⋯⋯⋯⋯·一(220)

第三节乡镇文化站⋯⋯⋯⋯···⋯⋯⋯⋯⋯⋯⋯⋯⋯⋯⋯⋯⋯⋯⋯⋯⋯⋯⋯⋯(221)

第四节农村集镇文化中心⋯⋯⋯·⋯⋯⋯⋯⋯⋯⋯⋯⋯⋯⋯⋯··⋯⋯⋯⋯⋯⋯(223)

第五节农村俱乐部⋯⋯⋯⋯⋯⋯⋯⋯⋯⋯⋯⋯⋯⋯⋯⋯⋯⋯⋯⋯⋯⋯⋯⋯“(223)

第六节农村文化户⋯⋯⋯⋯⋯⋯⋯⋯⋯⋯⋯⋯⋯⋯⋯·⋯⋯⋯⋯⋯⋯⋯⋯⋯”(227)

第七节群众文化社团⋯⋯⋯⋯⋯⋯⋯⋯．．．一．．．⋯一．．．⋯．，，⋯_·⋯⋯⋯⋯⋯·一(228)



4 。。辩 聚
。～——一—⋯⋯———————⋯⋯一⋯⋯———⋯⋯⋯⋯⋯——一一⋯——⋯⋯————_——⋯’‘⋯⋯—⋯w—一

‘第三章工作活动⋯⋯⋯⋯⋯⋯⋯⋯⋯⋯⋯⋯⋯⋯⋯⋯’⋯⋯⋯⋯⋯⋯⋯⋯⋯⋯⋯(230)

第一节业务干部和骨干的培训⋯⋯⋯⋯⋯⋯⋯⋯⋯⋯⋯⋯⋯⋯⋯⋯⋯⋯⋯⋯(230)

1第二节监余文艺演出秘谖演、会演·⋯⋯⋯⋯⋯．⋯⋯⋯⋯⋯⋯⋯“⋯．．⋯⋯⋯·(231)

第三节举办鼹览⋯⋯⋯⋯⋯⋯⋯·⋯⋯⋯⋯⋯⋯⋯⋯⋯⋯“．．．⋯⋯⋯⋯⋯．．．。一·(233)

第四常理论研究⋯⋯⋯．．．⋯⋯⋯⋯⋯⋯¨⋯·-⋯⋯⋯¨-⋯⋯·⋯⋯⋯‘⋯·7·⋯．．··(,235)

第五节经费⋯⋯⋯⋯⋯⋯⋯⋯⋯⋯⋯⋯⋯⋯⋯⋯⋯⋯⋯”⋯·’⋯⋯⋯“⋯⋯·C235)

第六节以文补文⋯⋯⋯⋯⋯⋯⋯⋯⋯⋯⋯⋯m、．．⋯⋯⋯⋯⋯⋯⋯⋯⋯⋯⋯⋯·(237)

繁八缡美术

第一章概述⋯⋯⋯⋯“⋯⋯⋯⋯⋯·⋯⋯⋯⋯⋯⋯⋯⋯一⋯⋯⋯⋯⋯⋯⋯⋯⋯(239)

第二章中国传统绘画⋯⋯⋯⋯⋯⋯⋯⋯⋯⋯⋯⋯⋯⋯m⋯⋯⋯⋯⋯⋯”⋯⋯⋯·(243)

第一节中国域⋯⋯⋯⋯⋯⋯⋯⋯⋯⋯⋯⋯⋯⋯⋯·⋯⋯⋯⋯⋯⋯⋯·一⋯一⋯··(243)

第二繁壁霹⋯⋯⋯⋯⋯⋯⋯⋯⋯⋯⋯⋯⋯⋯⋯⋯⋯⋯⋯⋯⋯⋯⋯·¨鬈⋯“⋯囊：246>

：第三节雕版年画⋯⋯⋯⋯’⋯⋯⋯⋯⋯⋯⋯⋯⋯⋯⋯⋯⋯⋯⋯⋯⋯⋯|．⋯⋯一o(24：8)

第三章雕塑⋯⋯⋯⋯⋯⋯⋯⋯⋯⋯⋯⋯⋯⋯⋯⋯⋯⋯一⋯⋯··⋯⋯”．=．．⋯⋯⋯(251>

第一节古代雕塑⋯⋯⋯⋯⋯⋯⋯⋯⋯⋯⋯⋯⋯⋯⋯⋯⋯⋯⋯⋯⋯⋯⋯⋯⋯⋯(251>

第二节建国藤的雕塑⋯⋯⋯⋯⋯⋯⋯⋯⋯⋯⋯⋯⋯⋯⋯⋯⋯．．⋯··⋯⋯⋯·⋯·(254)

第四章建筑美术⋯⋯⋯⋯⋯⋯⋯⋯⋯⋯⋯⋯⋯⋯⋯⋯一⋯⋯⋯⋯⋯⋯⋯⋯⋯⋯(256)

第一节寺麓崧堂、楼阁。出添、戏台建筑王艺⋯⋯⋯⋯⋯⋯⋯⋯⋯一一⋯⋯(255>

第二常寺塔建筑工艺⋯⋯⋯⋯⋯⋯⋯⋯⋯⋯⋯⋯⋯⋯⋯⋯⋯·⋯⋯⋯”·⋯⋯··(257)

第三节琉璃、砖鼹、本雕、石刻、桥梁、照壁、髀楼等建筑工艺⋯·⋯⋯⋯”(258>

第五章民间美术⋯⋯⋯⋯⋯⋯⋯⋯⋯⋯⋯⋯⋯⋯⋯⋯⋯⋯⋯⋯⋯⋯⋯⋯一⋯⋯·(259>

第一常炕围潮⋯⋯⋯⋯⋯⋯⋯··⋯⋯⋯⋯⋯⋯⋯⋯⋯一“一⋯⋯···⋯··-⋯⋯⋯(259)

第二第剪纸⋯·⋯⋯⋯⋯⋯⋯⋯⋯⋯⋯⋯⋯⋯⋯⋯⋯⋯⋯⋯⋯⋯⋯⋯⋯⋯⋯··(260)

第三节面塑⋯⋯⋯⋯⋯⋯⋯⋯⋯⋯⋯⋯⋯⋯⋯⋯⋯一⋯⋯⋯⋯⋯一⋯⋯⋯⋯(：261>

第四节刺绣⋯⋯⋯⋯⋯⋯⋯⋯⋯⋯⋯⋯⋯⋯⋯⋯⋯⋯⋯⋯⋯⋯⋯⋯⋯⋯⋯⋯(263)

繁九绩拳法

第一章概述⋯⋯⋯⋯⋯⋯⋯⋯⋯⋯⋯⋯⋯⋯⋯⋯⋯⋯⋯⋯⋯⋯⋯-⋯⋯⋯⋯⋯(266>

第二章’建国前剡帖、印谱、书法著作与著名书法家⋯⋯⋯⋯⋯⋯⋯⋯⋯⋯⋯⋯(267)

第三章建藿震的书法组织穰潘动⋯⋯⋯⋯⋯⋯⋯⋯⋯⋯⋯⋯⋯⋯⋯⋯⋯⋯“⋯·(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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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化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1954年襄汾丁村旧石器文化遗址的

发现，1961年侯马东周遗址的发掘，以及其它许多古文化遗址，证明早在一二十万年以前，

中华民族的袒先就在现今山西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他们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中，

既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

在山西现存的文化遗产中，以闻名中外的大同云冈石窟为代表的石窟群，以五台山南禅

寺、佛光寺和应县释迦塔为代表的木构建筑，以芮城永乐宫为代表的古代壁画和彩绘．，以洪

洞广胜寺飞虹塔为代表的古代琉璃制品，以太原晋祠圣母殿侍女像为代表的古代泥塑造像等

等，堪称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奇珍瑰宝。

文学艺术在山西有深厚的土壤，山西大地上很早就产生了文学、音乐、绘画、戏剧、书法、曲

艺、舞蹈艺术。在以后长期的衍变过程中，文学，戏剧成为统领各门艺术发展的两大主流并

行不悖，交错发展。早在春秋时代就巳成书的《诗经》中的《唐风》、《魏风》，相传出自

山西土地上的民间诗人之手， “情发子声，讽喻时政，咏叹劳作"，成为后世文学家尊崇的

远祖。“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绛州龙门(令河津)人，他反对华丽雕琢的诗风，长于

以诗抒发真情实感， “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赋予诗歌以新的生命。其代表作骈体文《滕

王阁序》，传为千古名篇。

盛唐时代，王维、王翰、王之涣、自居易等，堪称唐代文坛的佼佼者。王维，原籍太原祁

(今祁县)人，后迁蒲州。不仅能诗，而且精通书法、绘画，也通晓音律。他的大量诗作是

描写自然景物。苏轼评论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道出了

他诗画的突出成就。

继王维之后的王翰、王之涣，均并州晋阳(今太原市)人。他们的边塞诗均称绝一时。

王翰的《凉州词》，是最负盛名的传世之作。王之涣的《凉州词》“传乎乐章，布在人口"。

名诗《登鹳雀楼》，被誉为富有哲理的诗作代表。

祖籍太原的唐代大诗人自居易，是继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杰出代表”一穹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其主导思想。他建议朝廷誓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

主张“文章合为对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他身体力行，写出《新

乐府》、《秦中吟》等大量直指权贵、反映人民痛苦生活的诗篇。留有长篇叙事诗《长恨

歌》、《琵琶行》等不朽名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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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著名文学冢、哲学家柳宗元，河东蒲州(今属永济县)人。由韩愈发起、由他支持

并发扬光大的“古文运动”，是文体上的革新。散文《捕蛇者说》、《童区寄传》等富有政

治色彩，对统治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的山水游记刻画入微，托意深远，所作诗篇《江

雪》、《渔翁》等为后世传颂，史称“唐宋八大家”之～。

宋金时代战事频繁，社会动荡。山西首当其冲，深受其害，激发了诗人元好问(秀容人，今

属忻州)的创作激情。他写了大量的“丧乱诗"谴责战争，对人民的苦难寄与无限同情。

《论诗》三十首是以诗论诗的杰作，对后世发生过重要影响。

宋金时期，戏曲艺术大兴。北宋年问的泽州(今晋城市)说唱艺人孔三传，在“单宫

调"的基础上首创“诸宫调"说唱艺术，编演诸宫调说唱本，在汴京名噪一时，为元杂剧艺

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元代商品经济和商业、手工业发展，杂剧应运而生。关汉卿(解州人，一说大都人)就

是这时最富于斗争性的伟大剧作家。与关汉卿并列为“元曲四大家，，的自朴(今河曲县人)、

郑光祖(平阳人)，以及同时代的吴昌龄(大同人)、石君宝、孔文卿(今临汾市人)、乔

吉(太原人)、李寿卿(太原人)，都是著名的剧作家。他们的作品约占元杂剧剧本总目

的五分之一。这些作家对时代十分敏感，与人民群众的心声息息相通，剧作反映的大都是人

民极为关切的社会问题。

明清两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非常繁荣，促进了戏盐、曲艺说唱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罗贯

中(太原人)是元末明初杰出的文学家。所著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

《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赢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后世文入、学

者纷纷增删评点，扩大其影响。许多三国戏就是根据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改编而成。他

也是剧作家，写的《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是一出比较出色的杂剧。

明代改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曲衰而南曲兴。但到明未清初梆子、皮黄戏兴起，

取代了传奇杂剧。

山西是多剧种之乡。据若干地上和地下历史文物记载，远在北宋时，山西就有了“舞

亭"、“舞楼”、“乐楼’’之类的戏台。明代中叶，山西地方戏曲蓬勃兴起，民间唱戏之风

日盛，到清代更有所发展。晋南的锣鼓杂戏，相传在宋金时代就已形成，但有念没唱，有韵

无曲。晋北的“赛戏”采用台上与台下表演相结合的形式，多为迎神赛会演出。随着道教的

盛行，为玉、洪洞、临县等地出现了道情戏。雁北的“耍孩”戏，是根据元曲的(耍孩JL]

发展而成的剧种，至今还保留了该曲的特征。’此外，青阳腔、罗罗腔等也是山西的古老剧
种。

山西后来流行较广、班社较多的地方戏曲剧种称为“四大梆子”，即蒲州梆子、上党梆

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

从四个剧种的形成年代考察，是先有蒲州梆子。旧时晋南人俗称“乱弹”，省内中、北

路人称南路梆子，晋东南人则称“西府戏"。晋南现存的一些碑记中也有称为“土戏，，或
“山陕土戏’’的。

蒲州梆子对山西其它梆子腔剧种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据有关史料记载，中路梆子源于

山陕梆子，直接受蒲州梆子影响而逐渐形成另一剧种。早年的中路梆子班社和艺人以学蒲为
尚，所演剧目也有不少是由蒲剧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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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梆子形成一个大剧种，大约是在清代中、晚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路梆子最早

的班社是祁县张庄南村的“云生班"。嘉庆三年，该村首富岳家，酷爱晋剧，从陕西买来30

余名“娃娃”，从苏州购来十来只戏箱，在宅内盖一戏台，教徒习戏。这也可说明山西、陕

西梆子戏的血缘关系。由此可见，中路梆子是由蒲州梆子北上到晋中一带，与当地民间艺术

结合、融化演变而成。咸丰、同治年间，晋中一带商业发达，许多商号为扩大其商业影响，

不借重金招聘演员，置买戏箱，成立戏班。

蒲剧艺人不仅把戏带到晋中，演化为中路梆子，而且继续北上，到晋北一带扎下根来，

举班演出，形成具有北路风格的北路梆子。

随着商业的发达，山西商人逐步扩展经营范围，伸向全国一些大、中城市。当时的张家

口被称为“旱码头，，，．山西商人在此开设票号、钱庄、布庄、茶庄等，成为地方经济力量的

支柱。许多晋剧戏班和名伶借此声势在这里进行艺术交流，提高艺术修养，声名大振。流传

着靠先到张家口唱红，、再厕山西才行"的说法。光绪年间，中路梆子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会

演，对这一剧种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上党地区(今晋东南)，梆子与昆曲，卷戏、罗罗、皮簧等声腔同台演出，以梆腔为

主，产生了上党梆子。清乾隆年问，泽州罗戏稻卷戏戏班组成“梆、罗、卷”的三合班，其

后，在表演风格上形成州底派与潞府派。两个流派各有特点，分别以演出杨家将戏和岳家将
戏为主。

“五四”以来的新文化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山西的文入学者，传播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提倡

民主，以推动新文化运动。

档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也涌入娘子关内。1919年8月，王振翼等在太原创

办《平民》周刊，揭露山西社会黑暗现实，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

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提出议案28条，其中有改良戏剧以蠡社会教育之说。1920年

夏，高君宇(4-娄烦县人)由北京返抵太原，在省立第一中学召集进步青年学生座谈马克思

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指出阎锡山宣扬封建礼教的危害，倡导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并组织部分青年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使省立一中成为推进山西青年运动和新文化

运动的中心。1921年8月，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部分学生组织“共进社"，以“研究有用学

说"，借文化运动宣传新思想为宗旨，并编印《共鸣》半月刊，10月，省立一中部分学生组

织“青年学会"，。由贺其颖(贺昌)等创办《青年》小报。革命青年利用这些有影响的社团和

报刊，挞伐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列主义，发展进步

文化事业，省立一中学生中的各个进步组织，先后联合“晋华书社"，“平民学校”，进行

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23年3月，傅懋恭(彭真)、王瀛、邓国栋等人在太甄平民学校增

设成人夜校，吸收工人参加学习。1925年夏，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学生先后创办美术研究会、

青年墙报社、音乐研究会等学说组织，开展新文艺的研究和推广活动。同年8月，省立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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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师范学校学生联合演出话剧《二七血》和《贫富悬殊》。1920年，太原各中等学校的

30多个共产党员稻进步学生联合建立了山西第一个话剧演出团体，演出了《二七血》、《甲

午第一天》、《父权之下》、《一片爱国心》、《复活的玫瑰》、《一块钱》、《其豆悲》，

《一念之差》等进步话剧。1932年成立的“太原剧社”，排练演出了《巡按》、《冒牌医生》、

《哑妻》等外国讽刺剧，挞伐反动军阀的专横统治。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绥远，绥东抗战开始。太原成为国防前线，抗战救亡运动和

革命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成立“读者书店”，翻印销售马列书籍和进

步书刊。话剧活动也欣欣向荣，一时出现办剧社、演新戏的热潮。音乐，美术、舞蹈、文学

方面也有了新的开括。同年5月，山西成立“西北戏剧编审会”，编辑出版剧本《醒来吧．》。
《我们的出路》、《谁之罪》等宣传抗日救亡的剧本。以后又成立“艺术通讯社”，编发刊

物《文艺舞台》，发表戏剧理论文章、剧本与翻译作品等。

同年6月，太原建立戏剧研究班，9月“西北剧社”成立，由杜任之任名誉社长，张季

纯任社长。演出过话剧《醒来吧》、《出路》、《痛改前非》、《谁杀害了婴谈》等进步话剧。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山西进一步成为抗战前线。八路军总部及其所属的129师、

115师、120师挺进山西，分别到达晋东南、晋东北和晋西北地区，与山西的牺盟会和新军相

结合，‘开辟抗日根据地。从此，山西革命文化运动的重点随即转入这些地区。同年秋，国民

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由八路军改称)西北战地服务团进入山西，措途刷写标语，高唱抗日

救亡歌曲，演出活报剧，播撤革命文艺种籽，使山西人民的抗战热情受到很大鼓舞。
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各部在创建抗日根据地初期，发扬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一方面自己

组建文艺演出团体，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宣传群众；另一方面派出大量的民运工作队，深入城

镇村庄组织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教唱革命歌曲，传播新文化。因此，抗战救亡的口号声和歌

声响彻三晋大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根据地的文艺运动象～个大熔炉，锻炼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抗战初期，省外

各地的大批文化青年，为了参加抗战，追求光明，长途跋涉来到山西投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

工作。他们与当地的文化工作者密切结合，对山西各个根据地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1937年冬，高沐鸿、王玉堂、郝汀、壬振华、郑笃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在山西第三行

政公署主任，决死～纵队政委薄一波领导下，开展晋东南地区的文化工作，1938年10月出版

刊物《文化哨》，成为太行区革命文化运动的第一支响箭。在此基础上，不久在沁县召开了

晋东译r文化教育界代表大会，成立了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推举李伯钊、高沐

鹚、王振华、张柏园、郝汀、王玉堂等为理事。

1939年1月，晋东南戏剧界同人在沁源首次集会，研究晋东南戏剧运动的统一同题。朱

光作了《目前剧运形势及晋东南剧运任务》的报告，朱德总司令，薄一波专员班会’即席讲

话。朱德指出戏剧要“针对敌人的欺骗宣传，进行教育民众、动员民众的工作”， “要善于

应用旧形式，特别是为大众所爱好的地方形式，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同年11月，成立“中

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

1940年召开的晋东南第二次文化界代表大会，着重总结了抗战以来晋东南根据地文化

运动的收获j会议认为敌后文化运动的“第一个特点是农村的，第二个特点是战争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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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特点是走向新民
{‘

嚣量个特点是统一战线的，第四个特点疆贽对敌入毅仡蜜传搏斗静，

生主义的道路的”。 ‘～． ：一

1941军晋东南文化界开会纪念盔五翻葶邀动2_2周年，彭德怀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蔚寰祷

部长李大章到会讲话。彭德侨指趱敌麓搬据邋新文化运动的艺零方锌与任务；首先是提僖鼹薹

时、大众的交纯；其次是提儡科学酶、糖护真理昀文化；再次是掇稿民族独立冬解放信心，：发扬

聚旗囊尊心、离信心蛉文化}还应该是提倡舄戮主_义、戮翔魏接受黔来文彳芑裙中国鬻宥的文

化；应该巩固与扩大以抗日为中心的文化界统～战线。要凝对一党～激、一种主义垄断文化戆

金鼹，要广泛漶缀嫒各种抗厦文他人巍搬摇邋来，把太行如建成隽华北新文他运动的根据渔。

这一时期，晋东南舱戏剧运动有了缓大发展。据统诗，19勰年弱1940箨，黻演出话蒯为

主的剥圈达到26个。瞀东南根据地的报纸文艺副刊、文艺期剥有；《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群裁华

文艺妒、崧敌黯方本剡’’，“新地带，髑物《文伲动强》等。这塑报刊发液豹律赧大多为掇告文

学。诗歌作者宥壬博习，冈夹等，高沭鸿创作的长篇小说《遗毒记》，雷在《文纯动员》上

连载|写短篇，j、说最趱惫的是蒋辩。

1942年1月，晋拳南霹’开袁4QO名’交毒{：太参攘螅燕谈会，l耋9帮藏蚕碣小平出庸会谈并发

表了对文葱工俸翦5点希臻s(一)文化上俸着应该服从每一个具体的玻治谨务，寝该是今后

文化运动的指铮。过去本鼠的文纯工作，缺乏鞠政治经务职得密切联系，常常赶不上政治锤务

的需要，有时甚至发缴脱芾现象。(二)广泛发挥文化工作的批粼性，过去蒹熙作晶，徒襁颂

扬多手批辫，没霄成为胄力戆战斗藏器。《三>认真动爨根据她稳馥占区一讶薪潞老磐炎褪A，
知谖分子掰抗日义亿溅线上来，谶去邀柿工俸，藏意很差，一方面固然因为蠢有威见，恒有

缀多是毅荧门主义游错误赛挡住了。(藤)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必须了解群众，了解群众的生

活糯要求，要接遥群众，才髓够摄离群众，过去有锻多脱离群焱的现象，佟赫还不链骖簧遍

的秀群众痰逊。最瑶希望每拿交诧王作者，要搬_个村的调查王作，来事富佟品酶魄容尊

嚼年巷月器麓出鹈憋《华j基文化舅第，3瓤发表零霉雌《关子文{乞鹾羧上死个阁题》的交
章。鲥述了理论鸟现实、提高与普及<内褰与。形式、文化斗争策略上的统一战线、文化置作

者髓修养荐一系列基本麓题。 ． 。-

阍年5月毛泽东壹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晋察南她隧文像|i鏊谚麓必

7一个新的簖段。过去争论不体韵雯艺与政治，謦菠姆提高、为工农犬焱服务、统一战绫等

越题，在《讲话》精棒臻引下，大家有了毖较一致的诫谖。

囱予太批文艺王{霉者深入患滔，深入群众，创作上取褥了稷太收获。赵树理黪小锐《蠢、

二黑结婚》予1943年9月出版，在群众啦获褥大虽读者，饭奁太行区裁销稽三，__鼹万瓣；。褥

年，又发丧了中篇《拳有才板话》；后来《零家庄的变迂》也相继出版。这毫郝作鼎“是三

幅农村中发缝媳棒大变革的建严美妙的图赫。謦

在晋察冀边医，1937年1．2月创拈《抗敌提》，成囊抗敌剧社；此后，一分送趣敝线囊扩

社i：分越盼七旁戚社栩继戚立。避些抗离文嫠团体积极开展敌腐抗日蠢传活动，成为抗战

动员酶一支坚强力量。 。

王霉鑫蛘薹2月，璃巍蟪率谣能战地驻务蘸到了晋察冀边区。他们自编鼗演，对开鼹边区交
饿宣传工作起了缀好酶撵用。该豳编辑戆文艺鹊物《藏翘》，诗浏蠖蒋建设》，音乐嘲物《歌

创作》，对晋察冀根据地革命文艺的建设具有开拓佳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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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边区文化工作者救亡协会于1939年2月改为边区文化界抗日

救国会(简称边区文救会)，刘萍任执委会主任，叶正董任副主任，各县、区普遍建立文救

会组织。由钱月辉、魏巍主编的《诗战线》半月刊，相继发丧田间的长诗《亲爱的土地》、

艾青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与《向太阳》。这些新诗以饱满的热情，颂扬了边区新

的生活，新的人民。

文救会成立后，紧接着召开了戏剧座谈会，边区各戏剧团体和120N战斗剧社的代表出

席了会议。这个座谈会对边区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推动极大。抗大二分校创作的话剧《夜》、

《五九》(刘肖芜作)，活报剧《春》、《过难关》等，莫耶、张可、刘肖芜创作的大型话

剧《丰收》，贾克、田野、石群编剧的大型话剧《祖国三部曲》}莫耶创作的大型话剧《齐

会之战》等，由抗大二分校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战斗剧社等先后演出。

1939年9月，党中央决定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青训班等校师生组成华北联合

大学，由成仿吾校长率领到达晋察冀边区。这所大学是文化人、艺术家荟萃之所，对边区文

化事业的发展与提高起了重大作用。

1941年初，为庆祝边区政府成立3周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抗敌

剧社相继演出《母亲》、《日出》、《婚事》等大型中外名剧。这次演出显示了边区戏剧运

动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晋察冀边区的建设，在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同年11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率领抗日建

国教学团，经延安来晋察冀边区，考察了6个月，编写出版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二

书，称赞边区的戏剧、诗歌、美术活动，认为具有“现代化和大众化”的特色。

抗日文化运动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也提高了文化运动的质

量，加强了文化战线的战斗性。

在晋绥边区，1940年3月，晋西戏剧界召开座谈会研究抗战戏剧问题。首先成立了“晋

西戏剧协会"。之后，文协、记协、美协、音协、教协等各种文化团体相继成立。在此基

础上，同年5月4日成立了晋西北文救总会、青年记者学会晋西分会。这是开展晋西北文

化工作的两支有生力量。当时的报纸有：《新西北报》、《新民主日报》、《文化学报》、

《黄河日报》、《战号报》、《新前线报》、《黄河战报》、《五日时事》等，文艺刊物有

《战斗文艺》、《战争文艺》、《大众画报》、《西北歌声》等。至此，晋西北文艺界有了

统一组织，力量更为集中，工作步调更加一致。

1941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发出号召，动员“全晋西文艺工作者到

村选逶魂中去，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农村”， “多多地观察现实”， “去参加这新生活的建

设”。‘lo月，晋西北文联召开纪念鲁迅逝世5周年座谈会，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以《论晋

西北的文化运动》为题，提出根据地文化工作的任务是：第一、在文化运动上广泛开展统一

战线，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第三、团结、爱护、培养文化干部，吸收知识分子，第

四。加强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他还希望文化于部“要忠于文化事业，要有远大政治眼光，

要有学习精神，要创造研究，要熟悉晋西北群众的语言，要密切联系群众。关于文化运动的

组织工作，他指出一要建立晋西北文化俱乐部；二要办好群众剧团，三要发展读报组织，四

要建立通迅组织。座谈会指出：晋西北在文化方面是一块荒地，但也是一块自由园地，只要

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把力置集中起来，就能建设大众的高度文化。与此同时，晋西北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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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五月创作运动征文”结束，获奖作品有鲍枫的《无刺的花》，白紫池的《血泪里的

红旗》，范艺的《我要唾弃他们》、《我们的青春》，沙雁的《根》等。

1941年二、三月问延安报纸上发表《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之时，《西北文艺》也

刊出小说《丽萍的烦恼》(作者莫耶)。这些作品引起文艺界人士的普遍注意。 《野百合

花》、《__--／k节有感》等在延安受到批判之后，《丽萍的烦恼》也受到晋西北文艺界的批

评，并引起一场文艺创作思想的大讨论。

1942年，《抗战日报》发表卢梦《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文章，论述文艺工作者到农

村去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意义。

欧阳山尊聆听了毛泽东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带着记录稿及时返回晋

西北作了传达。中共晋西北毽党委迅即作出决定，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都要到基层、到农村

去深入生活，参加减租减息运动。l§43年后半年，晋西北根、据地开展了整顿“三风”运动。

专业文艺工作者奉命到兴县集中参加整风学习毛经过深入生活和参加整风运动，文艺工作者

的政治思想、文艺思想水平犬有提高，组织观念也有所增强。 ．

1944年，为纪念抗日战争7周年，晋西北文艺界制定了描七七七"文艺奖金发奖办法，

聘请林枫、吕正操、张平化、张稼夫、汪小川、周文、王修、肖杨、杜心源、亚马、樊希骞为

评委。有39件文艺作品获得奖励。
’

．

’

其后，马烽、西戎合写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力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受到边区军

民热烈欢迎。

除了文学、戏剧等之外，山西各个根据地活跃的群众文化潘动亦是构成整个文化运动的

重要部分。

根据地的群众文化活动，是由极大的政治热情激发起来的，广大劳动人民从旧社会的牛

马地位，变为当家的主人。那种获得翻身和自由以后迸发出来的奔放的热情，通过发自内心

的歌唱、跳跃来表达。因此，在解放区这块明朗的天地里，到处盛行秧歌舞、花鼓舞，并运

用当地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来欢庆自己的美好生活。

此外，根据地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识字运动。在识字运动中，还广泛地开展了办黑板

报和读报活动。这既有助于识字，又宣传了时事和政策。黑板报既是农民识字的好老师，又

是了解时事政策的土报纸。
’

根据地的音乐，美术、髓艺活动也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开展

起来。当时在部队、机关、学校、团体中开展的歌咏活动，具有极大的群众性和普遍性。饭

前会前常常先唱几支歌子，大的集会中互相拉歌，此起彼伏，歌声不断。美术工作者大量地

运用木刻、连环画、年画等形式，宣传抗日，表扬先进人物，推动大生产运动。

各个根据地的曲艺活动也是比较活跃的，从改造“三皇会”到成立“盲艺人抗日救国宣

传队"，使许多曲艺人提高了觉悟，明确了曲艺的服务方向，因而成为根据地文化大军申的

一支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时期的曲艺活动亦很普遍。太岳军区政治部的毕革飞就是非

常出名的快板诗人。赵树理、陈荒煤、朱穆之等也都是活跃的曲艺工作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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