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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桦甸市文体局(1 9 8 8年)领导班子合影。前排左起l剐局

长王子敬：局长对宝义：酣局长刘佩玲，后排左起。剐书记悔桂珍、副

局长曹春树、马世超

@局党委成员(1 9 8 8年)合影口前排左起l委员王子敬、书

记刘宝义、副书记佟桂珍后排左起t委员赵成才、李桂琴、马世超、

曹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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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桦甸市文体局(1 9 8 8)年全体十部合影。前排左起：赵成才、马

世超，曹春树、刘佩玲、刘宝义、王子敬、佟桂珍、李桂琴。后排左起。綦

秀芬、韩耀文、裳艳芳、王有喜、李长录、姜铁凡、周文君，吕永生、文甲、续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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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桦甸县文体局(1 9 8 5年)领导班于台影。左起：副

局长曹春树、刘佩玲、局长划囊义、副局长、土f墩



⑤桦甸县文体局(1 9 8 5年)党委成员合影。左起-委员曹春树、

刘佩玲、书记刘宝义，委员王子敬、李桂琴

⑥桦甸县文体局(1 9 8 5年)垒体干部合影前排左起t曾眷树、刘

佩玲、刘宝义、王子敬、李桂琴。后排左起：韩耀文、李其泰、姜铁凡、

赵成才、晶永生、续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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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桦甸市文体局、市图书馆外蹬

一九八四年县文体局获得吉林省委、省政

府颁发的文明单位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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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进集体荣誉奖状

@

一九八一年县文亿局获得宥人民政府龋发

@

一九八八年桦旬市文体局被评为全国，以文补
文，先进单位，荣获中央文化部、财政部颁发的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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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七年竣工的文化馆新楼

@桦旬市电影公司办公楼



@桦甸市影剧院外景

@桦旬市文工团办公室，排练场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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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桦甸市人民刷场外婿

⑩盏三何市体育场综合楼



@编志小组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左起t初彦、刘宝义、刘俺玲后排左

起。吕永生、李其泰、冯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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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八年新建越工中的市文体局综合楼



序 言

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我们的祖国是由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在

长时期的斗争联合、渗透交融过程中缔造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无比瑰丽

的古代文化，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然而，腐朽的封建制度束

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民族创造活力的发挥，成了社会前进的桎桔；更加上近代帝

国主义列强的蚕食鲸吞，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罄竹难书的深重灾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我们

古老的民族又获得了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民族传统文化一经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史

观相结合，就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尽管经过历史的曲折，甚至在‘左’的干扰下导致

过十年‘文革’的灾难，但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我们终于找出了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仅仅经过几年的时间，我们的国家就发生了

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日新月异，百废俱兴，欣欣向荣，一日千里。

值此泱泱盛世，举国上下都在修撰史志。在中共桦句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部署下，

在县史志办以及有关部门的关怀指导下， 《桦句县文化志》经过两年来艰苦细致的工

作。己经问世了。

这部志书除文物篇上溯及远古的历史文化遗存，戏剧等篇涉及清代以来传统的历史

文化外，一般地时限于1908年设县至1985年底为止，着重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和现状。全书共1l篇35章，近2277字。作为桦句县文化部门的第

一部志书，基本上做到了在本部门工作范围内广征博采，存真求实；不但是全县文化事

业历史和现实的纪录，可以告慰前人、激励后世，起到一点‘乡土教材’的作用，甚或

可能发挥一定的资治借鉴作用。

在这部志书的修撰过程中，除获得档案馆，教育志编委会等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外，各基层单位在资料供应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而直接从事编写的一些同

志，又大都是本系统资深望重的老同志；i醢过他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亲历、亲见、

亲闻以至亲为的一些事物写进志内，这就不但保证了史料的真实可靠，而且内容也颇为

具体生动。

限于人力、物力不足，时间仓促，特别是我们思想水平、写作水平的局限，疏漏舛

错之处在所不免。深望获得各方面的赐教指正。

桦句设治至今，仅有八十年的暂短历史。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澜和

浪花。一个县的文化事业对于历史悠久的伟大祖国来说，何啻于泰山中的一个砂粒。然

而，恰恰是涓滴汇成海洋，一个个基本粒子构成了大宇宙。让我们透过一滴露珠看到太

阳的光辉。记住和了解昨天，把握和抓紧今天，瞻望和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刘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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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广征博采，

去芜存菁，修撰集辑而成的桦甸县文化艺术领域的第一部专业志书。

二、本志中主要记述了桦甸县内群众文化、图书馆、艺术表演团体以及电影发行放

映和文物保护管理等5个方面事业的兴衰废立。图书发行工作，虽然新华书店过去曾长

期隶属文化部门，但近年来由县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因而，另行编写“桦甸县新华书店

概况》，不入本志，体育工作虽由文体局直接领导，但根据县史志办的要求，另写《体

育概况》专辑，也不列入本志书。

三、根据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本志着重地记述了桦甸当地、近现代文化发

展的历史，与当代～一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事业改

革、创新的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但是鉴于当地古文化的往

往被人忽略，特在概述和文物两篇中略为涉及。从而可以使人们看到桦甸县几千年来的

历史文化，横向与中原文化水乳交融；纵向又有其地方民族特色的上下承袭关系。

四、据此，本志的断代年限，一般地上自1 9 O 8年设治立县，下至l 9 8 5年

止。但个别章节则上溯远古，下及1 9 8 6年末。

五、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综合记述，以志为主。附表96份，图片

18幅。

六、本志共分为篇、章、节、目，下以一、二、(一)、(二)、1、2⋯⋯为

序，全文计2 2万字。

七、本志除引用1日著档案原文者外，全部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文风严谨，简

明、通俗易懂。一律使用简化字。

八、本志关于数字书写，采取以阿拉伯数字为主。对习惯用语的数字、世记年代兼

用汉字。

九、本志将建国以来已发表的资料重点选择，收入本志最后的附录一一“桦甸县文

化工作有关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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