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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德州市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凤亮

《德州市文化艺术志》是在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

家昌盛的历史条件下编纂而成的。她倍受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

和支持，得到了文化艺术界老前辈和各界人士的协作和支援，使本

志基本达到了内容丰实，材料翔实，文字贯通的要求。她遵循了史

志关于保持原貌、记录史实、鉴古察今、以喻后入的原则。整理编

纂了自1 84 0年到1 98 8年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化艺术史资料。该志是

德州市历史上第一部文化艺术专志。

1 986年4月，文化系统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组织了修志

小组，开始了紧张地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他们翻阅了《德县志》、．

《德州志》、《长河志籍考》及有关德州文化艺术的其他史志资料近

百万字，走访查询、座谈回忆百余人次，于1988年形成了《德州市

文化艺术志资料》发给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1989年又

召集部分文化艺界老前辈补充核实资料，然后由张凤鸣、孙士英同

志执笔撰写出《德州市文化艺术志》。

《德州市文化艺术志》共分17章，51节，另有重要照片和图表，

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自1 84 0年至1 988年德州市文化艺术界的发展变

化．对不确切、不完整的人物、地点、史事都作了调查和考证．如

对德州十二连城遗址，过去说法不一，此次做了认真考证，确定了

其正确位置。再如，古老乐器一“陶埙竹在德州的延续和发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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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路家鼓乐班的创始、沿袭和发展；民歌《十美图放风筝》的创始

入以及原词原曲等，这次都获取了准确资料，编入史志。

在编写民间艺术、文物胜迹等章节时，既注意了它的史料性，

又注意了它的教育性、可读性、实用性。因此，对于故事情节荒诞、

语言粗俗以及思想性、艺术性均无保留继承价值的，作了删减或不

予编入。但为了保持文化艺术的完整性，个另IJ篇段也收入了史志。

德州是一座古城，历史悠久，历代不仅是兵争宦夺之地，也是

文入学者、商贾僧尼集聚活动之乡。“靖难之役力德州是主战场；西

汉时期的大儒学家董仲舒在德州“下帷读书，三年不窥园事”；寺庙

亭阁70余处，碑碣坊塑5 0余座，但因风雨沧桑，天毁人拆，古老

建筑已荡然无存。世人每每谈及，遗恨不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文化艺术事业，从城市到乡

村，从专业文化艺术团体到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从城市文化馆院设

置到乡村文化站室建设，都象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不但挖

掘整理和继承了传统民族文化艺术，而且创作编排了反映时代特征

和人民精神风貌的大量文化艺术作品，既丰实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又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使传统艺术和艺术新品真正成为人民大

众自己的艺术。

修志r一靠查阅史料，二靠座谈征询。作为《德州市文化艺术

志》的形成，修志人员和各界有关人士做出了艰苦努力和给予了大

力支持，但仍有很多史料未能收入本志，待今后修志时再作修订和

补遗。对史料有误之处，请各方人士不吝赠言，以作丁补．

谨对修志人员和领导、关心支持本志者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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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德州市文化艺术志》，于1990年初定稿，至今一十八载有余．

近来，因创建中国京剧城，为编辑画册而收集史料，有幸拜读

了该志稿，感触颇多．它虽然不是什么大作，但毕竟是德州市(县

级)有史以来记录文化艺术的首部史志，更是有历史责任感的老文

化人心血的凝结．它虽未臻完美，但给予我们的是历史美感和厚重

感。它涉及面广，史料较为翔实，既有可读性，又有趣味性，确有

无以替代的史料价值．

读史可使人明鉴．为不让这段历史被时间淹没，为后入留下一

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可具品赏和回味的文字，经商定决计刊印此

志．以慰所有对德州地域文化有所钟爱、有所期盼的人们。

：蓑焉燃詈篙羹刘伟国德州市德城区文化局局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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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文化艺术工作“双百力、

“两为丹方针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德州市文化艺术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本志上限为1 84 0年，下限为1 98 8年．为使内容记述完整，在

某些章节适当上溯或下延。 ．

本志按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排列，章、节标出级别、次

序、题目。目只标次序、题目．子目只标题目，在正文之首与正文

隔一格。根据需要，章节前加无题小序，概括所记内容，提示记述

重点。全志共1 7章5 1节，约1 8万字。

本志按内容、述事过程，采取横排竖写，横竖结合，以志为主，

记、传并用，图表穿插其中，除大事记用编年体外，其余均用记事

本末体。力求做到详古略今，突出地方特点，体现时代特征。与全

市不同的详记，相同的略记。

本志采取生不立传的原则，对1988年尚在世而又影响重要的人

物，采用排序形式加以记述。同一人物事件，在交错互见时，采取

各有侧重，避免重复．

本志对组织机构、民间社会艺术团体名称等，在行文中首次出

现时，冠以全称，以后出现时，则酌情使用简称；对人物一概不加

褒贬，直书其名。

本志数字用法，以1 987年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为准，对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朝代纪年概用括弧

记在公元纪年之后。计量单位，建国前度量衡沿用旧制；建国后按

国务院1 98 1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
1



行)》执行．

本志在行文中，“解放前(后尸系指1946年6月德州解放前(后)；

“建国前(后P系指1 949年1 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对地名，采用当时地名，必要时加注现名。

本志为语体记叙文，加标点符号，：凡生僻难解的字、词、语句

概不使用，必要时用汉语拼音拼注；为保存资料原貌，在某些章节

中则用繁体字；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力字。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正史、专著、档案、报刊和个人回忆资料，

力求翔实、准确．除诗文签署作者姓名外，其余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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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德州是文化古城，地处鲁西北平原，西与河北省毗邻接壤．黄

河故道沉卧城南，京杭大运河穿越州境，明清为漕运码头，九省达

京畿驿路．近代，京沪、德石铁路相继通车，汇轨市中；公路若网、

四通八达，构成水路交通要塞，故有“京津门户靠之称和。九达天

衢哆之誉，明时城内立有“九达天衢一坊．由于交通方便，地理位

置重要，历代政界于此设置州县署衙，军界于此布防屯兵，文入学

者聚居，’商贾僧侣云集，经济贸易昌盛，文化艺术繁荣，、名入学士

倍出，艺术奇葩林立．

就名入学士、书院亭台而言，建有 “董子读书台升、“繁露堂刀、

“平津馆竹，“柳舫力、“醇儒书院力、。崇仁书院一、“董颜书院力、“松

露楼骨、．“汲灌草堂力、“止园骨、“数帆亭丹、。偶园骨、。湄园一、。见可

园骨、“山姜书屋靠、‘“绿槐书屋丹等．文入学者寓此攻书育学，赋诗

作画，著书立说，为后入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西汉时期的董仲

舒曾在德州。下帷读书，三年不窥园竹，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骨，成为孔，孟之后的儒学大师，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

清代的田雯、卢见曾、孙星衍等，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著有《山

姜诗文集》、《雅雨堂丛书》、((-y-津馆丛书》等．这些著作，有的编

入《四库全书》．
’

就寺庙兴建，祭神活动而言，自唐宋以来，先后建成永庆寺．

慈氏寺、银瓦寺、铁佛寺、高真观、文庙、城隍庙、’大王庙、药壬

庙、玉皇阁等．这些建筑，规模宏伟，气势磅礴，造型壮观，结构
1



严谨，展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才能．可惜，随着时间的流

逝，这些建筑已不复存在了． ，

伴随寺庙的兴建，赶庙会i祭神活动逐渐兴盛，方圆数百里的

善男信女和四方客商汇集德州，赶会祭神，交易经商．戏剧、曲艺、

木偶、皮影、杂技等文化艺术形式也随之活跃起来．火神庙、城隍

庙，大王庙都建有专供祭神演出的戏楼，有时搭建临时演出的席棚．

民间文艺也相继产生发展，龙灯、狮子、彩车、旱船、高跷、跑驴、

竹马、云灯、落子、秧歌等，每年农历正月竟相出动，表演献艺．

作工精细的花灯，绚丽多彩的焰火，独具特色的盒子灯，、．节日期间

在明街闹市张挂燃放．专为豪门大户婚丧嫁娶吹打弹唱的僧、道、

尼和民间乐手也活跃于市． ．

’就民问音乐而言，生活在运河两岸的劳动人民，在修河筑堤中，

为统一劳动节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夯号、硪号．往返于河道的船

民，于拉纤行船时为求步调一致喊出了高亢婉转的船工号子．这些

劳动号子被后人分别应用到修房盖屋的打夯行硪和运输的拉车、装

卸、搭肩、过跳中去．特别是生活在灾难深重的黄河冲积平原上的

德州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斗争中为倾吐自己的心声和寄托美好的

希望，创作了很多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情节生动的民歌、、民谣、

传说、故事、谚语、歇后语等。这些土生土长、来自群众中具有浓

郁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广为流传，丰富了当时的精神

文化生活，并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艺术财富．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的发展，德州相继建立了

“通俗图书馆刀、“民众教育馆靠、。德县进德分会∞、“移风社力、。国

民大戏院弦、，。同友茶社骨等文化机构和文艺场所．引进了电影，有

了固定电影放映场地和戏剧、曲艺演出场所．接待了来德演出的艺

术表演团体和著名演员；开展了群众性的文明戏曲比赛、书法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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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阅览、游艺体育、古物陈列、识字运动等活动．1928年，．原德

县县政府倡导破除迷信，扒庙砸神，辟城隍庙为“中山市场务、永庆

寺为“公园刀．

1946年德州解放后．德州市人民政府设文教科，定专入兼管文

化．1954年设专职文化科员．1956年置文化科(后改建文化局)，

文化工作列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有了专管文化的行政机构．党和

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先后建立了德州市政府教育馆、德州市文

艺工作队、新华书店、新中国剧场、德光剧场、人民电影院、人民

剧场、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电影放映队、电影管理站、德州

市京剧团、德州市曲艺队、德州市驯兽团等文化事、企业单位．群

众性的文化馆，俱乐部、文化站、图书室，业余剧团、文化活动中

心等蓬勃兴起．文化行政部门认真贯彻上级指示，及时公布了禁演

剧、曲目，取消了“弹压席力、“手巾把嚣、“包厢力等文娱场所的陈

规陋习，改进了文娱场所设施，净化了舞台，建立了良好秩序．对

宣扬封建、迷信、凶杀、恐怖、淫秽的书刊进行清理查禁，依法对

迷信职业者进行了取缔；对流动艺人、艺术表演团体普遍进行了登

记，加强了文化市场管理．学习引进了歌舞、秧歌剧，对流传本地

的民间艺术形式进行了认真地挖掘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

欢迎的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调演、会演、印刷刊物、展览等方式，

交流了技艺，提高了水平，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紧密的配合了

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对社会风气的好转与精神文明建设起了应有

作用．部份作品和民间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和影视屏幕，有的灌制

了唱片或在省以上书刊杂志上发表．荣获华东局、山东省和德州地

区嘉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艺术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文学艺

术创作空前繁荣，电视剧等影屏艺术通过电视进入各家各户．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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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业余文化生活由街道、农村逐步转向工厂、企业，德州棉纺织

厂、德州化肥厂、’德州振华玻璃厂都组成了庞大的业余文艺队伍．

德州化肥厂分别从陕西省安塞地区、山东省商河县引进了声势浩大、

气势磅礴的誓安塞腰鼓_，。大鼓子秧歌霄；德州振华玻璃厂学习袭承

了本市北厂东北街的“舞狮力、“耍龙力．“新湖音乐会力越办越好，。新

湖文学麓定期出刊，’叫舞厅力、“录像厅井遍布明街闹市：苏禄王墓、

城隍庙殿修葺一新．人民公园、新湖公园、火车站绿地，：北园小区

绿地、罗南小区绿地、+街心花坛建筑别致，繁花似锦。河渠清沏，

亭台古朴典雅。整个州城妆点得姿容秀美，绚丽多彩，为游客居民

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娱乐和休息场所，为德州文化史谱写了光辉灿烂

的篇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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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事记

1 91 5年(民国四年)

德县通俗图书馆在南门瓮城三义庙内建立．

1 928年(民国十七年)

德县通俗图书馆和德县通俗讲演所合并，建成德县民众教育馆．

德县县政府辟城隍庙为中山市场；辟永庆寺为公园．

德县驻军23师方振武部在德县街头首次放映黑白纪录片电影．

邑人贺风山等人在城隍庙东廊房建同友茶社，张云芳演唱的乐

亭大鼓轰动城乡．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德县驻军74师师长李汉章在火神庙南建立山东省进德会德县分

会，同时建成容纳1000入的移风社，专演国剧．

德县驻军74师师长乔立志在城隍庙内建成国民大戏院。

1 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驻德日军将移风社改为德光剧场，专放映电影。

驻德日军将国民大戏院改为日新戏院，后又改为新民剧院．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德县女子中学师生排演话剧《雷雨》．

邑人孙长河在西方庵建席棚剧院。

1 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6月11日，德县解放．

7月1日，《德州时报》创刊，陈颖任报社社长．同日，建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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