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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运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的编写，力求体现本县文化艺术发屣全貌及客现规

律，使之起到存史资政的作用。

二、本志遵循凉山州文化局史志办统一拟定发放的篇目

进行编写。志按文化艺术的门类级别和写作次序、题目分

篇、章，节、目排列。志前设概述和大事记。

三，本志时限起于民国二十七年(即公元1938年)。止

于公元1990年，但必要追述的内容，均不受此局限。

四、本志按“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和“详今略古”

的原则编写，重点反映现代文化艺术的发展状况。

五，本志历史纪年采用当时通用记法，在括号内注明公

无纪年。对各地采用当时名称，也在括号内加注现地名。

六、本志除引之外，一律以语体文记叙，并附有图、表

I兑明。

七，本志中柏英数据(统引裘)列入相关章节之后，便

于说明和查阅。

八、术志内的名称、名词，术语一般均闱全文记述，较

疑的多次出现的，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简稚。

九，本志记叙部份的数字用汉字计数法和阿拉伯数字计

数法兼而有之，图，表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本志资料取据“文化馆志》，《新华书店志*，

“电影公司志*及大量的口碑资料记述。



序

康万中
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宁南县的文化艺术作为其中

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也有长久的历史。文化者，“人文化

成”、“文治教化”之谓也。这里主要指文学、艺术等精神财

富以及人们围绕其活动的过程，志者，“一方之全书”也，以

书记事留传后人，使之永远不会忘记。《宁南县文化艺术志》正

是记载全县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等成果以及人们的

有关活动的方志，它是宁南县全面，系统的文化史料的开篇。

宁南县古来并非蛮荒不毛之地。在一九三。年建县以后，

虽然处于黑暗落后的时代，进步的文化活动也并没有绝迹。

在一九五0年解放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

申全会召开以来，全县的社会主义文化市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各方面的文化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取得不少文学、艺术成

果，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较好的满足r，、‘大人民群众的

文化需要。这表明，进步文化旧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无限的爿‘

命力，总是遵循固有规律^历虹发Ii,Vl!j睦河111玛猛地开辟着

自己的路。

《宁南县文化艺术志》所收史料上自本世纪二十年1弋，下

至一九九。年。全二f}共有六篇，包括文学艺术、群众文化、文

化市场等方面，资料糊实，lq容丰富，展现了宁南县文化艺

术发展的全貌。如果后人在闻读时，不仅惊叹今天社会主义

文化的成就，还能从中吸取营养，对今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义文化艺术有所借鉴，那么，《宁南县文艺术化志》也就算
达到了它的啦l，目的!

《j+I百里史化岂术志*n7j嫡7j得j；_f凉山州文化局、县委、

见政I汀"』1乇彳『咒¨11=门‘l一Ⅲ内领导、支持和关怀，它是全县宣传
文化辨共Ⅲ，f力曲成玳。TI关同志废寝忘食，深壹细访。严谨

j·j’}，’|’-命j舯l【令人拭佩。柏这lp问，县文化馆的李万泽同志
做ibT突出旧贡献，全县文化界所有同志以及广大人民群众

：冉水远不会忘记他们付U}的心川和tr水!

融．I。不揣曰昧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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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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