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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潍坊是世界著名的风筝都，潍坊的文化艺术独具特色。在国内外具有一定

的影响和地位。

潍坊古属齐鲁之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几千年来，勤劳、聪颖、勇敢、俭朴

的潍坊人民在潍水两岸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特色文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潍坊大地，带来了文化事业发展的勃勃生

机。十多年来。潍坊市文化系统的同志们，努力探索。奋力拼搏，把全市的文化工

作提高到了新的档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潍坊国际风筝会组织得年年有

特色，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朋友的高度评价，为提高潍坊知名度做出了努

力；经过系统地挖掘、整理和研究，具有地方特色的潍坊民间艺术多次赴欧美、东

南亚等国展览，为弘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文艺创作取得丰硕成果，

获奖数量、获奖档次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率先在全国进行的中等艺术教育改

革．影响辐射到全国十几个省市：促进了全市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群众文化、图

书、文博、电影发行放映等文化事业都取得了同旧时代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

潍坊文化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严谨的科学态度

和大量的资料，真实地记载了潍坊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特

别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潍坊文化事业的巨大变化。向人们展现出了一幅潍坊文

化事业发展的宏伟历史画卷。整个志书溯古通今，资料充实，内容丰富，全书

40余万字，编纂十年有余，足见组织者、编撰者的艰辛程度。

编纂文化志书，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有文化眼光的开明领导

者，更需要有奉献精神的文化人去辛勤耕耘。在这方面，潍坊市文化局可谓两

者兼备．他们既舍得花人力、物力和财力，又有一批默默无闻的编纂者，因而

才形成了这部服务"-3代、惠及后世的传世之作。

<潍坊文化志>是潍坊历史上第一部文化专业志，它的出版，是潍坊文化

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可喜成果，值得庆贺。聊撰数语，以为序。

郑金兰

1997年2月



贡献。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潍坊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点。杨家埠年

画、高密扑灰年画堪称我国的乡土瑰宝；稀有戏曲剧种茂腔发源于此；古琴诸城

派独有曲操，为全国四大琴派之一；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艺术如风筝、剪纸、泥

塑、核雕、仿古铜、嵌银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每年一届的潍坊国际风筝会，架起

了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这里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风筝都”。

潍坊文化，不仅有灿烂的过去，更有辉煌的今天。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的近十几年，工作在第一线的全市文化工作者，勇于探索，开拓前进，全市文化事

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为潍坊文化历史又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记载潍坊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在编纂<潍坊文

化志>过程中，始终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力求用翔实可靠

的资料、朴实无华的语言秉笔直书，使本志真正起到资政、教化、存史之作用。

在编纂<潍坊文化志>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先生

和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潍坊市史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文化界的老领导、

老前辈给予了很大帮助。各县市区文化局、潍坊市直文化系统各单位提供了大

量资料，在本志出版之际，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凡 例

一、<潍坊文化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

则，侧重记述建国后文化艺术事业的兴衰起伏。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一般为公元1840年，下限至1993年12月，图

片收录截止于1996年。

三、本志基本接文化艺术门类分类，共设20章，77节，179目。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有记、述、志、传、录、图、表等形式，并

采取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编纂体列，尽量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力求真

实反映本市文化艺术的历史与现状。
。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法，建国前除公元纪年外。加括历史纪年。

六、本志在编纂中力求做到实事求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注意突出戏

剧、民间艺术、人物等地方特点。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凡立传者均为潍坊籍或曾活动于潍坊地区的

历代文化名人和有影响的民间艺人。同时设有当代文化名人简介和副高职以上

专业技术人员介绍。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档案、知情人口碑资料和本市各县市区文

化局以及市直文化单位提供的资料，除辑存文献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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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西部，北濒

渤海，南倚沂山，东临青岛，西接临

淄，是著名的世界风筝都。在这块

15859平方公里的沃土上，勤劳聪慧

的历代潍坊人民，创造了历史悠久、

独具特色的潍坊文化。据文物考察，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在境内广

泛分布，已查明者百余处。寿光边线

王遗址表明，4300多年前这里已是

龙山文化的古城堡。夏、商代，潍坊

地区先后建有寒、斟灌、斟郡、平

寿、逢、诸等国。春秋战国后，五

莲、诸城、安丘南部属鲁国，其他大

都为齐地。齐鲁之邦经济繁荣，文化

灿烂，潍坊地区受古老齐鲁文化的影

响，历代文事昌盛，名人辈出，文化

艺术活动丰富多彩。

汉代，高密郑玄即以学识渊博，

被誉为一代经学大师。寿光徐干的诗

赋文论名扬天下，与出任北海相的文

学家孔融等共称“建安七子”。安丘

汉墓发掘证明，当时的文化活动已较

为丰富。绘画、雕刻、舞蹈和杂技具

有一定水平。唐宋时，诗词：绘画、

书法等艺术得到普及，形成了潍坊古

代文化艺术的灿烂时期，涌现出李

雄、张择端、燕肃、郭乾晖等一批我

国古代著名国画家。范仲淹、’苏轼、

欧阳修等文学家在此地为官，著名词

人李清照久居青州，他们的文学创作

活动及其隽永诗文，书法墨迹，均对

潍坊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元代，虽然阶级压迫沉重，

潍坊境内战乱频仍，但当地的民间文

化尚未受到大的冲击。这一时期，形

成于潍坊民间的布玩具被列为贡品，

说、唱、舞为一体的民间舞蹈“跑竹

马”流传于昌邑小章。

明代，由于社会局势的相对稳定

和经济的发展，潍坊文化事业再度呈

现出繁荣景象。在当时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青州，名山得到修葺，古

建筑鳞次栉比。封建的文化统治，使

得市境内庙堂音乐、佛教音乐大盛，

庙宇壁画、山塑等民间工艺美术相应

得到发展，高密扑灰年画在此时逐渐

形成。明嘉靖以后，日益发展的古代

戏剧传播到潍坊，每年农历三月三、

六月六、九月九，青州苏峪寺戏楼、

驼山吴天宫戏楼和昌邑城隍庙戏楼等



2 潍坊文化志

皆有杂剧、昆曲等戏剧演出。

同时期，民间通俗文学受到劳动

人民的赞赏，其中临朐冯惟敏的诗文

和散曲多揭露封建社会，表现农民的

艰辛生活，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因而闻名齐鲁。明末，伴随着人

们生活习俗应运而生的木版年画在潍

县杨家埠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

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全国三大木版年画

产地之一。

清代，潍县发展成一座手工业城

镇，商业繁荣，文人墨客云集，先后

涌现出文学家曹贞吉、藏书家李文藻

以及韩梦周、郭麟等一批文化名人。

郑板桥知潍县，其诗、书、画、印在

潍坊一带产生较大影响。金石学家陈

介祺晚年在故里潍县的学术研究活

动，对嵌银、仿古铜、字画拓裱等潍

坊民间工艺品种的形成与发展，起到

了极大的作用。

清道光年间，京剧传入潍坊，成

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清

咸丰以后，各地已出现演出京剧的戏

班和培养京剧表演人才的科班，并涌

现出一批著名演员，以黄腔老生著称

的潍县人董文，曾两次进京为咸丰皇

帝和慈禧演出。清末，吕剧由黄河下

游惠民一带传入。流布于诸城、高密

一带的周姑戏受到广大农民、特别是

农家妇女的欢迎，后几经演变，发展

成为建国后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独有

剧种茂腔戏。这一时期，东路大鼓传

入并在当地得到发展，形成了具有地

方风格的安丘大鼓。内容丰富、通俗

易懂的评书、梅花大鼓、落子、武老

二等曲艺形式为劳动人民喜爱，成为

人民群众主要的娱乐形式。至民国时

期，说书场遍布城乡，并涌现出陈

柱、双辰等一批颇有影响的曲艺艺

人。

清末民初，由王既甫、王冷泉创

立的古琴诸城派，在近代琴坛上独树

一帜，对我国古琴艺术的研究，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诸城、潍县皆不乏古

琴演奏者，其中陈子饬弹奏并收藏的

古琴“九霄环佩”，为唐代乐师雷海

青制作、杨贵妃用过的名琴，是珍贵

的历史文物。

“五·四”运动之后，一批爱国主

义作家、文学家脱颖而出，王统照、

陶钝、臧克家等成为我国近代文学史

上的艺术巨匠；王大化、王滨等爱国

青年在此间踏上革命文艺道路。20

年代，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诸

城和青州等地开始上演话剧(旧称新

剧、文明戏)。“左翼作家联盟”领导

人之一张眺，以文学、美术等形式，

批判世界，号召人们“走向革命的队

伍，成为大革命时期的喇叭手”。“卢

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国浪

潮，潍坊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积极开展抗日斗争，自发组织

“抗敌剧团”等话剧演出团体，利用

文艺形式宣传发动群众，在抗战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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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战士和群众的斗争热情，广泛开

展文化教育活动，为取得中国的彻底

解放做出了贡献。 ．

1948年4月，潍坊全境解放，

在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关怀下，

潍坊文化事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5月，民间职业剧团永乐戏院即恢复

演出，由著名剧作家马少波亲自为该

院排练了新编历史剧<闯王进京>。

同年12月，潍坊特别市文工团成立，

先后培养了100多名文艺工作者，郎

咸芬等成为省内有影响的演员。50

年代中期，全区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发

展到17个，工人、农民组织的业余

剧团的演出空前活跃。全国著名京剧

演员尚小云、程砚秋、苟慧生、张君

秋、杨宝森等先后来潍演出，促进了

京剧艺术的传播和交流，带动了潍坊

戏装行业的发展，形成了建国后潍坊

戏曲事业的繁荣时期。1953年，潍

坊最早的电影管理机构山东省电影教

育工作队昌潍中队成立，所发展的8

个电影放映队为以后建立各县放映队

伍奠定了基础。至1956年，各县文

化馆相继成立，音乐、舞蹈、美术、

曲艺以及图书借阅等群众性文化活动

广泛展开，并根据群众文化生活的需

要，成立了昌潍专区吕剧团。1958

年“大跃进”时期，群众性创作活动

兴起，虽然受“浮夸风”的影响，作

品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涌现出

了一批诗歌、民歌作者以及较好的文

艺作品，为后来的文艺创作打下了基

础。

60年代初，贯彻落实党的“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

全区专业剧团进行了整编调整，只保

留8个专业表演艺术团体。与此同

时，挑选优秀演员组建了昌潍专区京

剧团。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随着国民经

济的恢复发展，至1965年，全区文

化艺术事业出现转机。电影普及放映

工作在农村取得明显效果，一批反映

工农兵生活的小说、诗歌以及以学习

雷锋为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见诸于省

级报刊。在全区专业剧团掀起学习

“乌兰牧骑”，积极上山下乡为农民演

出的活动中，昌潍专区吕剧团实行三

小(小道具、小队伍、小剧目)演

出，成绩显著，成为全省文化系统专

业艺术表演团体学习的榜样。现代戏

创作有所突破，昌潍专区京剧团创作

的反映革命斗争史的现代京剧《黎明

的河边>，参加华东区现代戏观摩演

出大会获得成功。此后，全区专业剧

团学习上演现代戏形成风气。

“文化大革命”期间，潍坊文化

艺术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文化主管部

门被冲击，电影拷贝几乎全部封存，

各地公共图书馆被关闭，传统戏剧服

装付之一炬，一批有影响有造诣的演

员、演奏员被诬为“牛鬼蛇神”，全

区各剧种演出团体均演出几块“样板

戏”，文化艺术呈现一片凋零景象。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潍坊文化艺

术事业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锐意}}}BB《㈠l：㈠L-I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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