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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1966年接见西南区、

巾南区赴京汇报演出的文艺J二

作者的合影(局部)。后一排

庄起第四、第六人、_二排左起

第六人、四排左起第矗、第六

人．为区内《好帮手》剧组陈

秀澄、刘建辉、熊子淑、周国

祥、黄遇忠；后一排在起第五

人、二排左起第四、第五人、

网排左起第‘人，为区『^J《管

得宽》剧组刘云成、陈庭cJ||

李润风张尚全。

．．毛泽东、周恩来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19j7年接见全国电影

工作先代会代表的合影

(局部)。后四排左起

第四人为邻水县电影二

队队长丁禹新。



▲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国防部长张爱萍】986年接见地区川剧

团晋京演出《史外英烈》人员的合影

▲姬鹏飞、洪学志等领导同志1990年接见地区杂技团演职人员的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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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话剧《好帮手》剧照

2．川剧《管得宽》剧照

3舞蹈《晒场L的喜悦》

剧照

4川剧《史外英烈》剧照

j京剧《盗仙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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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层分梯》

(剧照)

2．《点状元》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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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大元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年画)

邬华敏 李增吉

2．幽篁呜翠(国画) 王君异

3．通过山口的牛群(油画) 张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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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到人间》(版画) 邓泽纯

2《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宣传

画) 李方林戢祖建彭作均

3．《巴山入画》(指墨画) 刘伯俊

4《林荫道》(水彩画) 李植华

j《长寿》(根雕) 胡大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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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联马骏华

4篆刻黎见三

6．摄影《贪婪的

小鹿》吴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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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蜀锏戈(战国)

2上釉砖(汉)

3．海兽葡萄镜(唐)

4南龛摩岩造像

【隋、唐)

丘



1．沈府君阙(汉)3．郑板桥行书中堂(清)

2．鸿钟(宋) 4．红30军政治部梓桐旧址

j．红四方面军万源保—n战战史陈列馆

6．红军沙溪石刻标语“赤化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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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委员会第一届成员合影。(一排左起)杨眭春、邓良训、

余瑞祥、蒲忠惠、马毓青、(二排左起)张纯高、潘广炎

▲编纂委员会第二届成员台影。(一排左起)代岳松、吕晓蓉、

蒲忠惠、罗朝珍、张恩义、江国银、陈先杰、陈永淮、

(二排左起)林科德、谭顺祥、孙家新、潘广炎、汪模荣、张纯函



《达县地区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 主 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

第一届(1986～1998)

圈
邓良训蒲忠惠

杨长春【垦笪宣I张纯高潘广炎

I璺熊壹I(兼)

张纯高潘广炎

第二届(1999～2001)

主 任 张恩义

副 主 任 江国银陈先杰 吕晓蓉

委 员 孙家新陈永淮代岳松江模荣

罗朝珍’谭顺祥林科德蒲忠惠

潘广炎张纯高

办公室主任 林科德(兼)

主

编

达县地区文化艺术志编纂组

编 潘广炎

辑 张纯高杨小武石月明蒲忠惠

《达县地区文化艺术志》志稿主审

区囹张恩义



《达县地区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 主 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

第一届(1986～1998)

圈
邓良训蒲忠惠

杨长春【垦笪宣I张纯高潘广炎

I璺熊壹I(兼)

张纯高潘广炎

第二届(1999～2001)

主 任 张恩义

副 主 任 江国银陈先杰 吕晓蓉

委 员 孙家新陈永淮代岳松江模荣

罗朝珍’谭顺祥林科德蒲忠惠

潘广炎张纯高

办公室主任 林科德(兼)

主

编

达县地区文化艺术志编纂组

编 潘广炎

辑 张纯高杨小武石月明蒲忠惠

《达县地区文化艺术志》志稿主审

区囹张恩义



凡 例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求实存真，全面记述达县地区今

昔文化观念变革、文化事业建设、文艺产品质量，以及文化参与政治、经济变革活动与带

给自身发展的影响，为地区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

二、继承历代修志优良传统，同时坚持改革创新，体裁分述、记、传、表、录。主著述，

辅注录；记叙事，重所含文化因素；传载人，重立言立行；表统计、罗列，重当代文化艺术成

果；图含图示、照片，重文化设置与各时期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

三、运用现代理论和方法，结构以事业开篇，兼顾文化部类与特殊文化现象。全志

分列文艺创作、艺术表演、出版发行、图书阅览、群众文化建设、电影发行放映、文物保护、

文化行政、苏区文化及人物等lo篇，篇下依所记事物性质及结构，列分述与章、节、目等。

志首设总述、当代文化机构设置图示，志末设后记、大事索引。

四、使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简化汉字，采现代汉语记述。语言表述中，一句内连

续出现“个”，“十”、“百”等不同数量单位时。未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数字书写的规

定。所记事物一般上限1911年、下限1993年，偶有突破，多则未达，依掌握的资料而定。

纪时，年代前未标明世纪即为20世纪；民国及其以前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

用公元纪年；记月、日除夏历用汉字不变，余均变换为公历月、日，采用阿拉伯字。计量，

均以当时使用的单位名称作记。指称，“新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文中出现“党”未

指明何种党派时，指中国共产党；机构、组织及单位名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后使用简

称；地名以县、市地名办公室核定为准。历史地名括注今名。

五、资料考证后人志，中以文献档案资料为主，口碑资料概据档案记载映证核实，一

般孤证不入，尚待考或有多说并存的括注。并采“详近略远”原则。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

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有缺或存疑的，参照部门数据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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