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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文化艺术志》是盛世惨志的产物。
‘

通过修志，记录历史，反映规律，用文字留下曾经走过的足迹，给后来者以启示和借鉴，

使前面的道路越走越平直宽广，是志书编者的任务和心愿，也是志书留存的价值和作用．

‘西昌市文化艺术志)是西昌近百年来几代人共同创造文化精神财富的忠实记录．

‘西昌市文化艺术志》是在中共西昌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西昌市文化局主持编纂

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艺术志，无论形式、内容、规模、写法都有别于过去的“艺文志”．不仅要

继承先辈史家那种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秉笔直书，无所畏惧的高尚史德，更要正确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溶资治、教化于存史之中，在科学性中体现思想性，使之成为朴实

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真正发挥资料咨询的作

用．这就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实践的过程．这本志稿，正是检验这种过

程的一份答卷和编纂新方志的尝试．希望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能为今后修志“抛砖引玉”．

愚昧、无知和社会动乱造成的文物图籍、资料档案的毁损散失，使志稿存在史实缺漏、难

窥全貌的缺陷；编者因受知识、阅历、经验、水平等局限，差错又难免发生．为此，我们曾在志

稿送审过程中，将它分送有关领导、部门和地方知情人士，恳求指正、补充，用众手纠错、集思

补漏的办法以弥补不足，使其尽可能趋于完善。

‘西昌市文化艺术志'出版后，即为国家修志主管部门审定认可的地方志资料丛书，凡市

属文化单位过去向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与本志有出入者，请一律以本志为准。

西昌市文化艺术志编纂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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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昌市文化艺术志》主要记述群众文化、图书、电影、文物事业的活动及其发展、变

化与现状，力求反映出全市文化艺术活动历史的基本面貌、特点和规律．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真鉴别、考证史料，力求史实准确，引文、资料出处可靠，做到“经世致

用一，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

三、本志记述年代上限为1911年(辛亥革命)。下限断至1990年，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

连续性、有的内容因事而易，适当上溯。记述的空间范围以历史发展进程的行政辖区为准，划

入部分，从划入之时记述，划出部分，从划出之时起不再记述。在西昌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

前，出现在境内的文化艺术单位与活动，专县兼收，以后，则主要记述市(县)属机构与活动，，

必须涉及的州属单位，只述其梗概． 、

四、本志在市文化馆志、图书馆志、电影发行放映志、文物志的资料基础上，集纳市文化

局有关资料编写．既为市志提供资料，又独立成书，是《西昌市志》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本志遵照“志贵周详”的传统，按详今略远、详新略旧、详重略次、详特略同的原则编

写，坚持求实存真，言必有据，对是非功过、得失褒贬，概见客观事实，不加主观评论。

．六、本志按志书体例、层次安排，采取横分纵写结构，全书由前言、凡例、概述、大事、章

节、人物、图表、后记等部分组成．+

七、本志人物按“生不立传”、本籍为主、近代为主的原则编写，根据不同情况与资料多

寡，用传略、简介、表录等方式志录。市内州属文艺单位、人物不在本志记述范围，除事实必须

系于有关章节者，概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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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西昌古称≯F都。秦属西南夷，汉置邛都县，北周改越镐县，元为建安州，明为

建昌卫，清雍正六年始称西昌。历史上多为上一级行政区一一郡、州、路、府、地

区等驻地，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州治。幅员面积2655平方公里。1990年，全市共

有汉、彝、回、藏、蒙、白等27个民族46．93万人口，是一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地区。

过去，它既是川南滇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军事重镇和南方丝绸之路的

中转要地。戍边、屯田、贸易．、战乱、民族变迁、朝代更替等等，促进了外地与本

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形成了多采多姿的地方文化。

自古以来，西昌人民就以能歌善舞著称于民族之林，远在唐德宗(公元780

—783年)时，荡州就曾派人到长安献舞，迄今仍以其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而蜚

声中外。绘画、雕塑、建筑、工艺，造诣皆溧，从现存之西晋石阚、唐代岩画、铜铸

神佛、线刻观音、白塔浮雕、古代建筑、壁画雕梁等，均可展示其根基深厚之概

貌。民国时期，回族画家马骀，享誉全国。西昌画苑，不乏名家。近10年来，队伍

扩大，画种增多，不少新作进入国际美展。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成丰(公元1851

年)以来，不仅出过张岳、李际泰、王化新、庄实嘉、徐仲伟等已故的知名书法家，

而且新秀辈出，作品逐步入选国际书展。文学传统深厚。仅据民国《西昌县志·

艺文志》及《人物志》所载，清中叶以来的知名文人及其所著诗文集就有数十人／

册，收入《艺文志》中的诗，文、词、赋达数百篇。近几年来，西昌文学创作，特别是

诗歌创作受到了文艺界的普遍重视与关注、公认西昌活跃着一个颇具创作实力

的诗人群。戏剧、曲艺虽然起步较晚，但一直在新文化运动与进步戏剧影响下发

展，具有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摄影则是始于民国而在近年来得到充分发展的

艺术事业，已有许多作品入选全国影展与国际影展。

名胜古迹多布于邛海——螺髻山区域。沪山、邛海溶松、风、水、月为一体，

以清、幽、丽、雅而驰名，素有“川南胜境一之称。观音阁明代线刻观音画像为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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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珍品。光福寺。西昌地震碑林’’是全国著名的碑群之一。城表南31公里西溪

乡境内有。仙人洞"，长10余公里，洞中石钟乳，色彩斑斓，各具形态，深处有伏

流，声震心弦。前人于光绪二十四年(1879)在洞中树碑，上刻。幽深奇险"四字，，

为其景观之概括。城南31公里黄联关东部，台地偏坡，粘重坚固，经长期雨注风

化，形成天然的“土林一奇观。城西南41公里黄水乡东、螺髻山西，海拔3735公尺

处，有彩色湖，名“黄龙潭’’，亦称。金子海一。水色金黄，杜鹃遍野，霞光照映，一派

金光，婉如大海喷礴。西溪乡与螺髻山种畜场间，海拔3875公尺处有。黑龙潭"，

湖水墨黑，湖前石峰突起，高数十米，如笔刺天，是谓。玉笔墨池"。城西31公里佑

君镇上，有《丁佑君烈壬陵园》，为著名革命纪念地。

市东南螺髻山，地质结构奇特．气候差异大。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一，原

始生态保存完好，既有完整的原始冰川遗址，又有世上濒于绝灭或外地已经绝

灭的奇花异草、珍禽稀兽。山上寺庙废墟，传为唐代大、小螺髻寺遗址，残碑中有

“僧众三千’’的记载，可见当时香火之盛。明代马中良、民国朱候，均有著述记录

其景观。古人将螺髻山名胜归纳为：十二佛洞、一十八顶、二十五坪，三十二天

池，一百单八景，有。西子浓装，峨眉淡抹、螺髻天生’’之美誉。 ．

社会文化机构设置，古无记载。晚清时期、民国初年，群众文化活动多在庙

会、节日中自发组织。清光绪末设阅报公所，为社会文化机构之萌芽。民国十七

年(1928)，始建通俗图书馆。民国廿五年(1936)，方设民众教育馆，为逐步开展

社会文化活动之机构。抗战初期、电影、报社、广播电台相继出现，书店逐步增

多。在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步文艺活动的影响及民众教育馆的组织、推动下，歌咏

队、合唱团、国乐社、话剧社、平剧社、文学会、社等业余文化活动组织纷纷建立，

抗日宣传与群众性音乐、戏剧、美术、文学活动蓬勃开展，成为西昌社会文化空

前活跃的时期。1947年，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文化活动随之转入低潮。

解放初期，老区革命文化艺术传入西昌，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在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配合政治、生产-中心工作上，取得显著效果。随着文化事业的发

展，逐步建立起政府与工会主管的两个群众文化事业体系，文化站、俱乐部、工

矿与农村图书室、电影院、队，群众性业余演出组织相继建立，是西昌群众文化

事业健康发展的阶段。

1958年，生产大跃进带动文化大普及，使新民歌创作、诗画满墙、歌颂。三面

红旗"的演出活动迅猛发展，业余文工团、宣传队、广播网、社队图书馆、大队电

影放映点等纷纷建立，掀起了。大办文化"的高潮，对群众文化工作虽然有所推

动，但因群众文化的发展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致使业余文化活动组织在国民

经济困难时期，全部。一风吹’’。·

1963以后，业余文化组织逐渐恢复，文化宣传与电影放映活动，主要围绕

●注，当时的简化语育，意为全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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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社教一运动开展。

。文革一期间，一方面随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力推行语录歌、忠字舞、样

板戏、革命故事以及学工、学农、学军等。以路线斗争为纲劳的宣传、演出、展览活

动；另方面则极力批判。文艺黑线专政力，大反。封、资、修"，打击、迫害群众文化

干部与活动骨干，禁锢一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活动，造成群众文化事业

组织、机构、设施的严重破坏。
。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群众文化事业步入振兴时期，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群众文化社会办，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指引下，

群众文化事业得到了全面、持久、稳定、迅速的发展；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

影、文学等群众艺术活动空前繁荣；。以文补文”日趋活跃；文化市场逐步扩大。

1990年底，西昌城区有文化单位6个，公园、体育场、剧场各2所。市文化经费达

54万元，平均每人1元以上，。以文补文竹收入达265，077元。全市有城乡文化站

37个，占41个乡、镇、办事处的90％以上。城乡图书馆网络拥有藏书

1，906，672册。有城区国办电影院2座；集镇电影院11座，座位8766个I乡村电

影院队37个；工矿、学校电影队16个。全市拥有电视机32500台，电视差转覆盖

率达100％。有线广播遍及城乡，通播率达96％。境内有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4个。市文联所属5个艺术协会有会员370人，其中国家级会员5人、省会员35

人、州会员103人。文化市场有市文化系统录像发行站2个；市放映单位31个I

州、市录像放映点93个；书刊摊点77个；舞厅13个，电子游戏机136户，台球

326户；汽枪打靶18户，印刷经营34户；游乐场2个。

文化设施逐年改善，文化专职人员不断增加，一支具有一定政治业务素质，

文化、技术结构配备较为合理的群众文化工作队伍和一个多形式、多体制、多层

次、多渠道的城乡群众文化网已经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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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2)

△裁县入府。西昌县劝学所并入宁远府劝学所

民国二年(1913)

△撤销宁远府，恢复西昌县，劝学所并入县公署，改称教育科，视学改称科长．

民国三年(1914)

△改教育科为劝学所，科长复称视学。

民国四年(1915)

△法国天主教教堂附设机构，对外拍照，为西昌有相馆之始。

民国五年(1916)

△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教学中使用风琴，为风琴传入西昌之始

△ 宁远屯殖使、汉军统领张煦组织大顺班等三个戏班在西街天上宫(今市---d')开办

戏园，为私人开办，经营戏院售票演出之始。

民国九年(1920)

△基督教运钢琴来昌置于牧师公馆，西昌始有钢琴；

民国十四年(1925)、

△改劝学所为教育局，视学改称局长。

民国十五年(1926)

△张德林从昆明领京班来昌公演，为京剧传入西昌之始。

△滇军副官施济先带滇班来昌演出，为滇戏传入西昌之始。

△戴从龙、何毓沛等在成都创办《邛海新潮》运回西昌发行，为西昌人兴办的第一个综

合性杂志。

民国十七年(1928)

△2月，宁属行政会决议兴办宁远通俗图书馆。

△音乐教师刘邦栋将小提琴传入西昌，为西洋弦乐进入西昌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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