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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蔡长松 ，

副主任委员：庞道沐何星甫蔡汝栋李江
， 杨万柱 张振国 雷恭政 肖宗荣

：

，+ 张家界钦时中伍顺生
一委 ”，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王逸时。伍顺生 刘 明。刘顺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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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厚明 杨杰杨万柱 李江
。 李明安 陈大雅 张自强 张冠洲

： 张振国 张家界 肖宗荣 何星甫
‘J

’

范自立 庞道沐，易湘域周鸿翔
， 贵发新 钦时中 唐必清徐田葆

’ 黄德元傅启芳 雷恭政蔡长松
、4 蔡汝栋。熊继恩蹇敦品 ，，

总 纂：李江 。‘

常务副总纂：伍顺生 ，
． ，

副 总 纂：．(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绍正龚积刚 戴元邦． j

审稿人：杨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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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j?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运用文化史料记述常德地区文化事业的历

史与现状，反映其本质及发展规律。 ，

’

二、本志断限为1840",．-．1988年6月。有些章节，上溯发

端。本志横分门类，纵述历史，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全面

记述地区文化局分管的文化艺术事业。按专业属性分“群众文

‘化”，一“戏剧艺术”、“图书发行”、“电影发行放映”，“图

书馆”、“文化行政一六篇。各篇内容排列类则相近，异则相远。

三，本志不专门记述人物，但在记述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对，因事系入，有机地记述其中杰出人物的活动，力求见物见

人，使记述有血有肉、生动感人。
4

四，本志对文化艺术活动的记述，以地区文化系统组织主办

的影响较大的全区性活动为主，省和中央主办的只记常德地区有

关部分，县(市)及其以下主办的文化艺术活动一般综述。

- 五，本志根据地方志撰写要求，对工会系统，科研单位，机

，关、学校等的文化艺术事业建设及活动，作了综合记述。有些文

化艺术工作虽与文化行政部门有关f但属别的部门主管，如广播

电视文艺活动，文化科学教育、民俗文化活动，文学创作活动、

文化艺术出版工作等，本志未作记述，留待其主管部门专志。”

一’六、本志中的名称运用、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量名称、

：引文注释等，均按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规定和要求书写。，
，| ‘

，

。

．
． 。 ，*

；、《常德地区志·文化志》编纂小组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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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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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群众文化组织⋯⋯⋯⋯⋯··‘⋯⋯⋯⋯。⋯一⋯⋯·(33)

第一节综合性文化组织一⋯⋯⋯⋯·，．⋯⋯⋯⋯⋯⋯．．．<33)

。，一农村俱乐部⋯⋯⋯⋯⋯·，．”⋯⋯⋯⋯⋯⋯⋯⋯·(33>

， 二基层文化室⋯⋯⋯⋯⋯⋯⋯⋯一⋯⋯⋯，．．⋯⋯(35)
’

’

三乡镇文化中心⋯⋯⋯⋯⋯⋯⋯⋯⋯⋯“⋯⋯⋯·(37)

第二节单一性文艺组织一⋯⋯⋯⋯⋯⋯⋯··”⋯⋯”!”(39)

、

‘
_文艺宣传队⋯⋯⋯⋯⋯⋯⋯⋯⋯⋯⋯一⋯⋯⋯(39)

： 三皮影队⋯⋯o⋯⋯⋯⋯⋯⋯·n一⋯⋯⋯⋯⋯⋯·(40) ．’

： ‘、’ 三木偶队⋯⋯·：⋯⋯⋯⋯⋯⋯⋯⋯·-j⋯⋯⋯⋯⋯·(41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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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八。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围鼓队⋯⋯⋯⋯⋯⋯“⋯⋯⋯⋯⋯⋯：⋯⋯⋯··(45)

管乐队⋯⋯⋯⋯⋯叫⋯⋯⋯⋯⋯⋯⋯⋯⋯⋯⋯(46)

仓Ⅱ作组中⋯⋯⋯⋯⋯⋯⋯⋯⋯⋯⋯⋯⋯⋯⋯⋯(47)

文化活动⋯⋯⋯⋯⋯⋯⋯⋯⋯⋯⋯⋯⋯⋯⋯(49)

演讲活动⋯⋯．．．⋯⋯⋯⋯⋯⋯⋯⋯⋯⋯⋯⋯⋯(49)

展览活动⋯⋯⋯⋯⋯⋯⋯⋯⋯⋯⋯⋯⋯．．．⋯⋯(51)

时政展览⋯⋯⋯⋯⋯⋯⋯．．．⋯⋯⋯⋯⋯⋯⋯⋯(51)

科普展览⋯⋯⋯⋯⋯⋯⋯⋯⋯．．：⋯⋯，．．⋯⋯⋯(53>

艺术展览．．．⋯⋯⋯⋯⋯·⋯⋯⋯⋯⋯⋯⋯⋯⋯··(54)

辅导活动⋯”⋯⋯⋯⋯⋯⋯⋯⋯⋯⋯⋯⋯⋯⋯·(57)

办报活动⋯⋯⋯⋯⋯⋯⋯一⋯⋯⋯⋯⋯⋯⋯⋯(59)

创作活动⋯⋯．．-⋯⋯⋯⋯·一⋯⋯⋯⋯⋯⋯⋯⋯(62>

演唱活动⋯⋯一一．．．⋯⋯⋯⋯⋯一⋯⋯⋯⋯⋯(73)

基层演唱⋯．．．⋯⋯⋯⋯，t⋯·，⋯山⋯⋯⋯⋯⋯⋯(73>

地区汇(会)演⋯”⋯⋯⋯⋯⋯⋯⋯⋯．r．．⋯⋯·(75>

赴省，京演出⋯一．．--⋯”⋯⋯—?⋯·：⋯⋯⋯⋯·(78)

游戏活动⋯一⋯⋯⋯⋯⋯⋯⋯⋯⋯⋯⋯⋯⋯小·(81>

搜集活动⋯⋯：”一⋯⋯⋯⋯⋯⋯⋯⋯⋯⋯⋯⋯·(82)

民间艺术⋯⋯⋯⋯⋯⋯⋯⋯”⋯⋯⋯⋯⋯⋯⋯·(84)

民间舞蹈⋯⋯⋯⋯⋯⋯⋯⋯⋯⋯⋯⋯⋯⋯⋯⋯(84)

民间文学⋯⋯⋯⋯⋯⋯⋯⋯⋯⋯⋯⋯⋯⋯⋯⋯(89)

民间故事⋯⋯⋯u⋯⋯⋯⋯⋯⋯⋯⋯⋯⋯⋯⋯·(89)

民间歌谣⋯⋯⋯⋯⋯⋯⋯⋯⋯⋯⋯⋯⋯⋯⋯⋯(90)

民间谚语⋯⋯⋯⋯⋯⋯⋯⋯⋯⋯⋯⋯⋯⋯⋯··(92>
民间音乐⋯⋯⋯⋯⋯⋯⋯⋯⋯⋯⋯⋯⋯⋯⋯⋯(94>

民间歌曲⋯⋯⋯⋯⋯⋯⋯．．．⋯⋯⋯⋯⋯⋯⋯⋯(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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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 四

第五节

民间器乐⋯⋯：⋯⋯⋯⋯⋯⋯⋯⋯⋯⋯⋯．j．⋯”(96)

宗教音乐⋯⋯⋯⋯⋯⋯⋯⋯⋯⋯⋯⋯⋯⋯·?⋯(98)

民间曲艺：⋯⋯··一⋯⋯⋯⋯⋯⋯⋯⋯⋯．．．⋯⋯(98 y

丝弦⋯w⋯”⋯⋯⋯⋯⋯⋯⋯·⋯．．．⋯⋯⋯⋯⋯(98一)

鼓益⋯⋯⋯⋯一⋯⋯⋯⋯．．．⋯⋯⋯⋯⋯”!⋯⋯(99)

药孥曲⋯：⋯⋯⋯“t⋯⋯⋯⋯⋯⋯⋯⋯⋯⋯⋯⋯·(101)
说书⋯⋯⋯⋯”o·?⋯⋯⋯⋯⋯⋯⋯⋯·⋯⋯⋯·1(103)

民间美术⋯⋯⋯⋯⋯⋯⋯⋯⋯⋯⋯⋯⋯⋯⋯⋯(103)

第二篇藏剧艺术⋯⋯⋯⋯⋯⋯⋯⋯⋯一⋯小⋯?⋯⋯⋯·(107)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戏剧种类⋯⋯”⋯⋯⋯⋯⋯⋯⋯⋯⋯⋯⋯⋯⋯(109)

武陵戏⋯⋯⋯⋯⋯⋯⋯⋯⋯⋯⋯⋯⋯⋯⋯⋯⋯(109>

荆河戏⋯⋯⋯¨⋯”：⋯⋯⋯⋯⋯⋯⋯⋯．．．⋯⋯(113>

常德花鼓戏⋯⋯·⋯⋯⋯⋯⋯⋯⋯⋯⋯⋯⋯⋯··(1 15>

其他剧种⋯⋯⋯⋯⋯⋯⋯⋯⋯⋯⋯⋯⋯⋯⋯⋯(117>

表演团体⋯⋯⋯⋯⋯⋯⋯⋯⋯⋯⋯⋯⋯⋯⋯⋯(119)

班社⋯⋯·s一⋯⋯··，⋯”⋯⋯⋯⋯⋯⋯⋯““⋯⋯(121)

剧团⋯⋯⋯⋯⋯⋯一⋯．·v⋯⋯⋯⋯o⋯⋯⋯⋯(126)

专业剧团⋯⋯⋯⋯．．．⋯”，⋯⋯⋯⋯⋯⋯⋯⋯⋯·(126>

民间职业剧团⋯⋯⋯⋯⋯⋯⋯⋯⋯⋯⋯⋯⋯⋯(133)

培训机构和工作机构⋯⋯⋯⋯⋯⋯⋯⋯⋯⋯⋯(136)

培训机构⋯⋯⋯⋯⋯⋯⋯⋯⋯⋯⋯⋯⋯⋯⋯小(136)

工作机构⋯⋯⋯⋯⋯⋯⋯⋯⋯⋯⋯⋯⋯⋯⋯⋯(141)

演出场所⋯⋯⋯⋯。⋯⋯⋯⋯”⋯⋯?⋯⋯⋯⋯(145)

演出活动⋯⋯⋯⋯⋯⋯⋯⋯⋯．．．⋯⋯⋯⋯⋯⋯(153)

营业演出．．一．⋯⋯⋯⋯⋯⋯⋯⋯⋯⋯⋯⋯⋯⋯⋯(153)

调演、会演⋯⋯⋯⋯⋯⋯⋯⋯⋯⋯⋯⋯⋯⋯⋯(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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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教学演出⋯·，．⋯⋯n⋯⋯⋯⋯⋯⋯⋯⋯⋯⋯··：·(164)

。第四节。赴京演出⋯m一⋯～⋯⋯甜⋯⋯⋯⋯⋯一⋯⋯(1 67)

第三篇 电影发行放映⋯⋯⋯⋯⋯⋯⋯⋯⋯⋯⋯⋯⋯⋯⋯(174)

第一章电影发行放映祝构⋯⋯⋯⋯⋯⋯．．．⋯⋯⋯⋯⋯(180)

第一节地区发行放映机构⋯⋯⋯⋯⋯⋯⋯⋯：⋯⋯⋯一(180)

第二节县、市发行放映机构⋯⋯⋯⋯⋯⋯⋯一⋯⋯⋯(183)

第三节基层发行放映机构⋯⋯⋯⋯⋯⋯⋯⋯⋯⋯⋯⋯(185)

’一区(片)电影事业管理站⋯⋯“⋯⋯⋯⋯⋯⋯·(185)

，二乡电影事业管理站⋯⋯⋯⋯⋯⋯⋯⋯⋯⋯⋯⋯(187)

第二章电影放映单位o⋯⋯⋯⋯⋯⋯⋯⋯⋯⋯⋯⋯⋯(189)

第一节地、县、(市)电影院、影剧院⋯⋯⋯⋯⋯⋯(189)
～ 民国时期的电影院、影剧院⋯⋯⋯⋯⋯⋯⋯⋯(189)f

c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电影院、影剧院⋯⋯(190)，

第二节电影放映队⋯⋯⋯⋯⋯⋯⋯⋯⋯⋯⋯⋯一⋯⋯‘195)

第三节厂(场)矿、工会、学校放映单位⋯忡⋯⋯⋯(199)

第三章业务活动⋯⋯⋯⋯⋯⋯·4⋯⋯⋯n⋯⋯⋯⋯⋯⋯(209)

第一节影片发行⋯⋯⋯·．-．．⋯⋯⋯⋯⋯⋯⋯⋯⋯⋯⋯-·(209)

一发行片种⋯⋯⋯⋯⋯⋯一“⋯⋯⋯⋯⋯⋯⋯⋯·(209)

、 ’二拷贝供应⋯⋯⋯⋯⋯⋯⋯⋯⋯⋯⋯⋯⋯⋯⋯⋯(209)

三电影汇(展)映⋯⋯⋯⋯⋯⋯⋯⋯⋯⋯⋯⋯⋯(211)

第二节放映网管理⋯⋯⋯⋯⋯⋯⋯⋯⋯⋯⋯⋯⋯⋯⋯(211)

一普及放映⋯⋯⋯⋯⋯⋯⋯⋯⋯⋯⋯⋯⋯⋯⋯⋯(211)

二队伍培训⋯⋯⋯⋯⋯·：⋯⋯⋯⋯⋯⋯⋯⋯⋯⋯·(213)
‘ 三基本建设⋯⋯⋯⋯⋯⋯⋯⋯⋯⋯⋯⋯⋯⋯⋯⋯(214)

第三节技术管理⋯⋯⋯⋯⋯⋯⋯⋯⋯⋯⋯⋯⋯⋯⋯⋯(214)

一年度审检鉴定⋯⋯⋯⋯⋯⋯⋯⋯⋯⋯⋯⋯⋯⋯(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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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 四

第五节

光源改革一m“．⋯⋯一⋯．!．一“-．．⋯⋯··o⋯⋯·(215)．

爱机护片⋯⋯⋯⋯⋯⋯⋯m⋯⋯⋯⋯一⋯⋯”?(215)

电影宣传一⋯⋯⋯⋯⋯⋯⋯⋯⋯⋯⋯⋯⋯⋯．．．．(21 6>

阵地宣传一⋯⋯⋯i⋯一⋯⋯⋯⋯⋯⋯⋯⋯o一(216>

业余宣传点⋯⋯⋯小⋯⋯⋯⋯一⋯⋯⋯·●⋯⋯(217>

影讯影评⋯⋯⋯⋯⋯⋯．．．⋯⋯⋯⋯⋯，⋯叫⋯⋯·(217>

幻灯宣传⋯”“⋯⋯⋯⋯⋯⋯“，⋯⋯⋯⋯一⋯·(218)

电影机件供修⋯!⋯⋯⋯⋯⋯·二“⋯一⋯⋯⋯⋯·(220>

第四篇图书发行⋯”蹦⋯⋯“⋯厶⋯而⋯砷⋯⋯⋯”⋯⋯·(222)

7第一章发行机构⋯一⋯⋯一⋯一⋯⋯⋯k⋯⋯唑⋯⋯(224>

‘第一节国营书店——新华书店⋯⋯⋯⋯⋯⋯⋯⋯⋯⋯(224)

第二节集体书店⋯⋯曲⋯⋯⋯⋯⋯⋯⋯⋯“·,oJlej el*⋯(228≯

一 一‘供销社图书柜⋯⋯⋯⋯⋯．，．⋯⋯⋯⋯⋯⋯⋯一(228>

二。公社书店⋯⋯⋯“⋯⋯⋯⋯⋯⋯，⋯⋯⋯叩⋯⋯(229>

三其他发行网点⋯一⋯⋯⋯⋯⋯⋯．．．⋯⋯⋯⋯⋯(230>

‘第三节私营书业⋯⋯⋯⋯⋯⋯⋯⋯⋯⋯⋯⋯⋯⋯⋯⋯(230)

一．清朝后期的书业⋯⋯⋯⋯⋯⋯⋯⋯⋯“⋯⋯⋯·(230>

二民国时期的书业⋯⋯．-．．⋯⋯⋯⋯⋯⋯⋯⋯⋯⋯(230)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书业⋯⋯⋯⋯⋯⋯⋯(234>

第二章图书购销⋯⋯⋯⋯⋯⋯⋯⋯⋯⋯⋯⋯⋯⋯⋯⋯(236)

第一节购货形式⋯．，．⋯⋯⋯⋯⋯⋯⋯⋯⋯⋯⋯⋯“⋯”(236>

第二节销售形式⋯⋯⋯⋯·．“．⋯⋯⋯⋯⋯⋯⋯⋯⋯⋯⋯(236)

一门市零售⋯⋯⋯⋯⋯⋯⋯．．．⋯⋯“⋯．．⋯⋯⋯“(237>

一二流动供应⋯⋯⋯⋯⋯⋯⋯⋯⋯⋯⋯⋯⋯⋯⋯⋯(238>

三图书展销⋯⋯⋯⋯⋯⋯·“⋯⋯⋯⋯⋯⋯⋯⋯⋯(239)

，四征订供应⋯⋯⋯⋯⋯⋯⋯⋯⋯⋯⋯⋯一⋯⋯⋯。(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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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系统发行⋯⋯⋯⋯⋯⋯⋯⋯⋯⋯⋯⋯⋯．．．⋯⋯(240)

集团供应⋯⋯⋯⋯⋯⋯⋯⋯⋯⋯⋯⋯⋯⋯⋯⋯(240)

销售品种和数量⋯⋯⋯⋯⋯⋯⋯⋯⋯⋯⋯⋯⋯(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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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地区山川锦绣，人文荟萃，素称鱼米之乡。早在30多万

。年以前，沅、澧下游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创造着灿烂的文化。．在

该地出土的商、周文物中，有琴、瑟、甬钟、{孽子等乐器，许多

器物造形美观，且有精致的图案和花纹。春秋’．战国时期， “沅

湘之间’’的“歌乐鼓舞"r为屈原所赏识， “因以为《九歌》之，

、 曲珑(《楚辞章句》)，·驰名中外。唐、宋时期，朗(鼎)、澧

；_带，歌舞盛行l有《采莲曲》，《栽秧歌》，《打鱼歌》，

《行船歌》，《竞渡歌》、《竹枝歌》之类，唐朗州司马刘禹锡

， 形容当时的盛况是t “醉踏大堤相应歌"， “入夜行人相应歌"

(《刘禹锡集》)，有的歌舞，“筚篥响清银子管，琵琶声亮紫

檀槽"(《直隶澧州志》)，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元朝杂剧，

⋯ 在常德府和澧州甚为流行，府、州衙门及文庙都建露台，“遇公

宴，。众伎毕陈"(元史·蠖l|夔传》)。到了明朝，常，澧戏剧迅

速发展；武陵戏、荆河戏相继形成，著名剧作家龙膺创作并组织演

出了《金门记>)、《蓝桥记》(《曲品》)。民间歌舞向多样化发

，展，龙灯、花鼓、曲艺，杂技等陆续出现。清代，常德花鼓戏，

常德丝弦形成，各剧种班社日渐增多，庙台戏、会台戏，草台戏

随处可见。每逢节日，“百戏杂陈”(《直隶澧州志》)；州有

为龙灯、水车、狮子等灯沿街游戏"或“唱采茶灯曲"(《嘉庆

‘常德府志》)者，。有说古道今者’’(《澧州志林》)，有“歌孟姜

女故事”(《直隶澧州志》)者。各种劳动号子及民间小调遍及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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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德地区志·文化志

鸦片战争(1840)，特别是甲午战争(1894)以后，旧民主

主义文化影响常德，图书和讲演受到重视。光绪二十八年

(1902)，常德首办“启智书局"，推销进步书刊。次年，林伯

渠在西路师范组织第一个读书小组——“新知学社”。同年，雷

光宇在常德办起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常德图书馆"j光

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常德府和澧州所辖各县设立教育行政

机构——劝学所。将图书、讲演、戏剧、民同艺术等文化事业列

为社会教育进行管理。 ，

．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仍然把文化事业列为社会教育(民国lg

年以前称通俗教育，以后称民众教育)，，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民圜2年(1913)，湖南省教育司通知各县举办通俗教育。

次年，武陵道饬令所属各县设立通俗教育事务所，举办通俗图

书馆、通俗讲演所和通俗阅报社。“五·四"运动(1919)以后，

新思想、新文化深入人心，看新书，唱新歌、绘新画、演新戏

(文明戏)在常、澧兴起。而军阀政府的通俗教育事业，由于战

涡、灾荒和政治腐败，到民国10年(1921)，今常德地区所属8

县才办起图书馆、讲演所、阅报社各5个。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文化影响常、澧。民国11年(1922)，二

袁任远在慈利办起该县第一个农村阅报社。同年，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设立社会教育运动委员会，专门领导

文化工作，并在常德秘密创办“新书报贩卖社"，推销革命书

刊。民国13年(1924)，国共两党合作。次年及以后，常、澧一

带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发动、组织广大学生、农民，工人，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和打倒军阀、土豪的文化宣传运动。

北伐军左翼宣传队到澧县开展活动。常德等县通俗教育讲演所也

积极参加。常德城乡到处是宣传队、讲演团，许多地方办起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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