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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以列马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

表”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

求是地记载毕节地区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遵循详今略古原则，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毕节

地区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历史。史实记人上限自事类发端，下

限至1997年，个别史实延至2001年。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区内各县县志、地区相关专志及地县政协编写

的文史资料、部分县编修的文化志志稿。

四、清及清代前纪年，用朝代年号记载，并加括注；中华民国纪年采

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阿拉伯

数字纪年。

五、地名按历史记载，更名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括注。

六、本志所列图书目录，民国及其以前列毕节地区人士(含旅外人

世)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列毕节地区党政机关、群众团体、

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编著出版的图书。



序

毕节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黔西“观音洞文化”表明，早在

五六十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即有古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赫章

可乐、威宁中水和黔西、毕节等汉墓群的考古表明，秦汉时期，地处黔西

北的毕节地区已初开昌明。明、清时代，文化更有发展。民国年间，新文

化逐渐生长；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文艺运动波澜壮阔，遍及境内城乡，对

唤起民众一致抗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毕节

地区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事业日益繁荣昌盛。文化事业健康发展，文化

活动多采丰富，艺术园地欣欣向荣，图书馆规模初具，文物博物事业步

人正轨，报纸事业蒸蒸日上，文艺创作硕果累累，出版发行事业日新月

异，民族民间文化绽放异彩。文化艺术新闻出版赫赫业绩，不胜枚举，此

系毕节地区先进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和足资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毕节地区文化局、毕节日报社共同编纂《毕节地区志·文化艺术新_

闻出版志》，广征博采，谨慎选材，取舍得宜，翔实记载毕节地区文化艺

术新闻出版史实，对于存史、资政、育人均有裨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

《毕节地区志·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志》观点鲜明，融民族性、地方性和时

代性于一体，史料丰富翔实，体例规范，文字流畅，可读性较强。读后，给

人以知识，给人以启迪，给人以鼓舞。本人读后，感受颇深，写出来，权且

作序。

中共毕节地委副书记周长琦

二O O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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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毕节地区居JiI滇黔三省毗邻连接之处，辖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和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赫章县。1996年年末人口632万人，土地26853万

平方公里。毕节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在这

片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黔西观音洞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在五六十万年

前，先民已集体穴居，从事采集和狩猎，在与大自然的顽强搏斗中，开创毕节的远

古历史，创造毕节的远古文化。“观音洞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南方旧

石器时代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其时代与“北京猿人"相近。毕节扁扁洞旧

石器中期遗址、威宁草海和毕节海子街大洞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发现，表明整个旧

石器时代，在今毕节地区这片土地上，都有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动。

进入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类将文明继续向前推进。在毕节

朱昌牛鼻子洞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片和谷粒，在威宁中水大河弯墓葬出土的

谷粒和陶器，表明毕节地区的古代先民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已不唯是狩猎和渔

业，而是已经掌握制陶技术和稼穑之术。水稻的种植，陶器的制作，在毕节已有七

八千年的历史。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生息繁衍在毕节这片土地上的古人类文明又向前跨进

一步。毕节青场瓦窑村遗址上4座房屋遗址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先民已从穴居走

向屋居。赫章可乐古墓群出土的铜鼓、铜锄等铜器和铁釜、铁剑，表明当时古代先

民已掌握铜、铁冶炼技术。

秦始皇开五尺道，北起川南宜宾，南至云南曲靖，人今贵州境过赫章、威宁，沟

通川I、滇、黔接壤地区；在今贵州境置且兰、夜郎等4个县，包括今金沙、大方、赫

章、威宁等地。表明早在秦朝，地处黔西北的今毕节地区即与中原有着政治、经济、

文化联系。赫章可乐汉墓群、威宁中水汉墓、黔西甘棠和野坝汉墓、毕节城区附近

多处发现的汉墓表明，汉代，毕节已初开昌明。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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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彝文古籍记述，赫章可乐原称柯乐洛姆(洛姆为彝语，汉语意译为大城)，在

西南地区，与能沽洛姆(成都大城)、尼兹洛姆(宜宾大城)、点措洛姆(今大理)齐

名，为烟柳繁华之地。蜀汉时期，诸葛亮南征，境内彝族首领妥阿哲献粮通道有功，

封罗甸王。建于西晋中叶的大方九层衙署，按彝族土官制之“九扯九纵”等级依山

势逐级上升建为九层，殿字巍峨。赫章可乐出土的东晋铁炉，设计巧妙，结构科学，

内壁有“武阳传舍比二’’6字铭文，表明可乐同武阳一样设有传舍。

明代，境内教育逐渐发展，文人学士增多，为文化的繁荣培植根基。明洪武年

问，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以通滇蜀，沟通本土文化与滇蜀文化。明

洪武十七年(1384年)，“调北征南”而来的世籍军户在驻地屯田戍守，安家落户。清

康熙年间，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大批移民涌入今毕节地区。“调北征南”和“改土

归流"，使毕节地区本土文化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湘桂文化融会、整

合、升华，促进境内文化发展。

清代，今毕节地区有人文蔚起之象，才人俊士倍出，各领一时风骚。乾隆年间

历任两广总督、四川总督、兵部尚书的黔西州人李世杰，任工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总督河南山东河道、官至一品的毕节县人韩镕，咸丰年间历任山东巡抚、四．

川总督的平远州(今织金县)人丁宝桢，均系文武兼备的俊杰之士。道光年间的黔、

西州人张琚，时人将其与著名经学家、考据学家郑珍并称为“黔中二子”。大定(／4-

大方)府人章永康，咸丰元年(1851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授

内阁中书，继升为太子侍读，为咸同年间极富才华的年轻诗人之一，著述颇丰。黎

庶昌赞其诗作“牢愁悲思，有屈子倦倦遗风。”莫友芝将其诗风与唐代李商隐、温庭

筠相比拟。与章永康同一时期的毕节女诗人周婉如，才华横溢，名耀黔中。清末，毕

节人周素园在贵阳创办《民报》，为贵州办民办报纸宣传革命的第一人。据不完全

’统计，有清一代，境内文人学士有各种著述163种40l卷。

毕节地区彝文著作颇丰，为国内最多的彝文典籍保有处，彝文碑刻亦属国内

最多地区。 ．

私家藏书素有传统，境内藏书楼以毕节路氏“待耕草堂”最为有名。

毕节地区文人结社，兴盛文苑诗坛之事，传统久远。清乾隆32年(1763年)，黔

西诗人赵文光、高文亮等，创立“印山诗社”；道光六年(1826年)，史胜书等又在黔

西创立“桐荫诗社”；其后，又有“小印山诗社”、“朝阳花诗社’’先后建立；咸丰年间，

女诗人周婉如在大定创立“海棠诗社”。 一

清乾隆年间，文琴传人黔西。至光绪年，黔西州、大定府、平远州(今织金县)文

琴玩友，或纷纷结社，或频频聚会，文琴坐唱一时兴盛。直至民国时期，文琴仍是群

众喜好的一种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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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盛行修志，现存志书有《大定府志》、《毕节县志》、《黔西州志》、《平远州

志》等11部177卷，尚有佚亡志书17部。《大定府志》被林则徐、梁启超誉为优秀府

志。

演艺之事亦不乏。境内清代修建的演出场所有黔西武庙戏楼、威宁万寿宫戏

楼、毕节川主庙戏楼、织金三楚宫戏楼等处。

建筑和雕刻艺术亦有相当高的成就。墓雕石刻以金沙敖家坟石刻最为精湛；

织金县财神庙的建筑结构，造型奇特，国内罕见。

民国初年，毕节地域旧文化沿袭。“五四”运动，给毕节吹来新文化东风。少年

贵州会毕节分会、黔西学生联合分会演出队、织金新剧团、黔西新场(今金沙)公演

新戏筹委会、黔西师生演剧会等社团的新戏演出，令人耳目一新。民国20年，大定

有私人开始经营电影放映，接着毕节先后开办几家影院。新文化在毕节地区的传

播，对开启民智，推动毕节现代文明进步起一定作用。

民国年问，毕节地区文化活动的高潮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毕节地下党直接或间接领导的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革命文化活动，蓬勃

发展，显示出强大生命力。“草原艺术研究社”是贵州省第一个抗日救亡文艺团体，

也是贵州第一个由中共党组织领导的群众文艺组织，由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于

民国22年(1933)冬在毕节组织成立。草原艺术研究社开展的歌咏、演剧、绘画活

动，奏响贵州革命文化的第一声号角。其后，“毕节民众俱乐部”暨“抗敌后援会”、

毕节“孩子剧团”、毕节“学生寒假工作团”、织金“学生寒假工作团’’、“大定职中抗

日宣传队”、黔西“雪光抗日宣传队”、玉屏职中“抗日救亡工作团”等文艺社团，均

是开展进步文化活动、进行抗日宣传的先锋和中坚。

民国25年，境内织金县立民众教育馆成立之后，大定省立民众教育馆和毕

节、大定、黔西、威宁、水城、(1970年归属六盘水市)、金沙、赫章、纳雍县立民众教

育馆亦先后成立，为社会文化教育专门机构，开展民众教育、图书阅览和歌咏、演。

剧等抗日宣传活动。

1935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途经毕节。红军运用写

标语、画漫画、教唱红军歌曲、进行文艺演出、举行军民联欢会、印发宣传资料等形

式，开展广泛宣传活动．撒播革命文化火种。

在抗日救国的伟大历史潮流中，各种文艺社团纷纷成立，境内大大小小的文

艺社团数量逾百。抗日歌咏活动、演副活动和其他宣传活动异常活跃，抗日歌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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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黔西北城乡。当时境内演唱过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

进行曲》、《保卫黄河》、《咱们毕节人不怕鬼子兵》等200余首，抗日戏剧演出从小

舞台走向社会大舞台。以抗日救国为主旨的社会文化活动，对启迪民智、激扬民族

精神、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均起到积极作用。

毕节“群益书店”、金沙“十友书店"、金沙图书馆、毕节“我们的图书室”、新场

文艺研究会、大定职中读书会、织金“文艺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石场“中

心民众读书会”和“文研会’’等，或出售或借阅或组织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

革命》、《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政治理论书籍和进步文艺书刊，传播

真理，影响深远。

各级各类学校是抗日宣传活动最为活跃的园地，青年学生是进行抗日宣传的

积极分子。莘莘学子用慷慨激昂的宣传唤起民众抗日，也在抗日宣传中陶冶爱国

的美好情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进步文化活动的压制，一度活跃的文化

阵地空旷而沉寂。但“地火’’仍在运行。1946年，在风雨如晦的年月，“SOLDO

(§1)合唱团”公演《黄河大合唱》、弘毅剧团公演《升官图》，毕节仍然站在进步文

化的潮头。

花灯，以其载歌载舞，有说有唱，且兼具戏剧艺术特色的表演形式为群众所喜

闻乐见，在境内各县广为流传。民国年间，境内城乡均有灯班的演出活动，尤以春

节灯事为盛。川剧“围鼓”，自清乾隆年问传人，之后，随着川籍人士移居境内者逐

年增多，川剧爱好者日众，“围鼓”班底益夥。民国年间，境内川剧玩友业余演唱组

织纷纷出现，尤以织金、黔西两县川剧俱乐部为多。外来川剧班底，亦多次在毕节、

大定、黔西、织金等地演出。京剧，传入境内时问较晚。40年代初，毕节县专业京剧

演出场所联谊剧场开业，省内外一些京剧名家纷纷前来登台献艺一时间，名角荟

萃，演出频仍，为民国时期境内京剧演出活动兴旺时期。话剧，随“五四’’新文化运

动传人境内，抗H战争时期，文艺社团和学校运用话剧艺术宣传抗日救亡，话剧演

出活动形成高潮。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的傩戏、龙灯等民间文化活动，从未间断：

塬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活动，亦方兴未艾。

民国时期，产生一些较为著名的著作。参加辛亥革命的少数民族先驱者之一、

毕节彝族学者、诗人余达父有《t蓑雅堂诗集》等十数卷诗文问世；被孙中山指定参

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贵州代表、大定辛亥义士简书，著述亦丰，所著

《商君书笺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黔西丁扬斌有诗作千余首，金沙方伯鸾亦

负文名；织金谌湛溪有诗作《柏余集》，朱厚锟有《文苑外史》、《威尔·瓦伯顿》等译

作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爨文丛刻》为大定罗文笔翻译整理的著名彝文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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