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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羌旗自治州群众艺术馆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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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艺术洁办公宿舍大楼



r，
‘● r．‘

’，l
-

一吨h
、

、甲膏

澎霁 ’

心
●

c飞≯嚣’’麓’：
-

’

妻 龟
‘

、

‘；||■o∥|‘ ．’’· 。 f：‘ I

I ，’娼o’·夕

-___●■i■-一

萝，磊?

塾滋蓊鳖蒿鎏羹：篙j囊懑

黪≤酒超

．：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嘉戎藏族妇女服饰

嘉戎馥族锯庄V



一藏族壁画

草地藏族建筑V



▲羌族妇女服饰

▲羌族刺绣一=◆



●藏旗唐嘎

嘉戎箴族建筑y



卜草地藏族妇女服饰

马尔康地区大型群众活动V



▲馥戏

▲正珏挑花的羌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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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以藏、羌民族为主体的多

民族地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勤劳勇敢的藏

羌人民与当地回、汉各族人民一道用自己的智慧共同

开发着这块土地，并刨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今天广为

流传在民问的文化艺术，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民族政策的光辉

照耀下，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抢救

工作，继承和发展了优秀的民族文亿，同时还创造了最

兵广泛性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事业。现在全州有十三

个县级文化馆及一个州艺术馆；农村、．牧区相继建立

了一批文化站。由于特定的区域静民族特点，构成了

我州绚丽多姿的群众文化风格，她和全国的群众文化

事业一样，以其最广泛的民间牲、 群众性特点和充满

生机的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阿坝州群众艺术馆馆志就是本着

这种向前发展的历史事实，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

秉笔直书，以志书的体侧，力图表现出我州群众文化

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状况，以资后人借鉴致用。



现在，阿坝州群众艺术馆志已编纂成册，它以州艺

术馆业务活动为中心，辐射全州重点群众文化项目及

谚{内各民族重点节甚，在符合志书体橱的前提下。隶现

=I出了全J{’|群众性交他艺术的主要特征及浓郁的民族、

一区域特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

譬簿慈忽蕾菪寒麓



凡 侧

一、阿坝州群众艺术馆志以四项基本原划为指导，立求突拄l民

族、区域特色。

二、阿授州群众艺术馆志重点记叙该馆工作。楚置情况。囊及全

州民间文化艺术，州内重点群众文化活动情况及纠内各民蕨重大

节彦。
。

三、阿埂州群众艺术馆志。从阿坝j|Il有该项文化活动或该项文

化活动文字记载时起，因事两掇上限，下限一九八七年·

四、阿坝必群众艺术馆志以章立志，章以下分四个层次标号，印

节、一、(一)、(1>．

五、阿坝州群众艺术馆忘记叙年号以公元纪卑号书写．日月号

以汉字书写·

六、阿趣州群众艺术馆志所写教字以档案材料致字为准。千鼓

以下阿拉伯字书写’千数以上以汉字书写。作品获奖等级及用于数

字的个位教用汉字书写。

七、音乐、舞蹈、摄影、美术、书法、摧作、演出、辅导活动以阿坝

州群众艺术馆盔毅为主，，重点记藏馆内吝韭务专韭人曼律品刨作夏

获奖情况。

八、馆惠中称谓、人名。蛊书其名．麓代、政权、党派、社会团体书

当时名称，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叁称。后多用筒称，州艺术馆一概以

我馆代稚·

丸、文化站记叙双省抖知名度为取舍标准，即在省州有较大影

响或获奖的在记叙之列。

十、在美术项目中蔑“壁画一虽带凝浓的宗教性，但同时也有其

较广泛昀民问性，故列入“民族民问工艺美术一项内．

十一、注释为夹注形武。
·1·



十二奄赉耩I滁捌窘薄遗疆艇务郝《Jll西逸事辑览》的注孵i15处

井，其它在后记统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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