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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字(95)第001号“关于编辑出版《中国群众

艺术馆志》、《中国文化馆志》的通知"，几年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

和群众艺术馆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群文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下，此项庞大工作进

行较为顺利。现在，继《中国群众艺术馆志》1997年6月出版之后，《中国文化馆

志》也将面世。兹将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本志汇集了全国各省(除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外)、自治区、直辖市

所属1637个文化馆的馆志。这些馆志是在查阅历史档案，访问老群众文化工作

者，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由各馆自行撰写的。成稿后又经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审

阅，尔后经省级群众艺术馆初审、7修改。因此，志稿所述史实比较准确、可靠。

二、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发现，绝大多数馆的名称为某某县(区、市)文化

馆，但有少数馆的名称为某市“群众艺术馆”或“人民文化馆"名称不统一。

根据文化部在地区(地级市)以上设群众艺术馆，在县(县级市或城市的

区)设文化馆的规定，我们把县、城市区及县级市的文化馆志、群众艺术馆志、人

民文化馆志均收入了《中国文化馆志》。

三、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曾在保持原稿内容的完整与准确的基础上，作了必

要删节。

四、应编入《中国群众艺术馆志》内的“河南省郑州市群众艺术馆志"和

。安徽省芜湖市群众艺术馆志"一并补编在本书内，特此注明。

五、由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厅及下属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的

重视和支持，有各级馆长和广大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两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才

能有计划地顺利进行，特在此致以谢意。

根据各地区评选结果，编写。两志"先进单位共26个，编写“两志"先进个

人共91人。我们都及时颁发了中国艺术馆筹备处授予的奖状和证书，以兹奖励。

六、建国后，中央历年对中国群众艺术馆、中国文化馆和群文工作者的指示

文件、以及有关注释和统计资料，已编辑在《中国群众艺术馆志》中，本志不再

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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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群众文化史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建立了自己的区别

于任何时代的有鲜明历史特征的群众文化事业。据统计，1949年有人民文化馆

896个；到1992年，全国有群众艺术馆374个、文化馆2887个、乡(镇)文化站

46619个。40多年来，中国的群众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覆盖全国的

群众文化工作网络。在群众文化事业当中，各级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起

着脊梁的作用。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群众文化事业是个大厦，那么群众艺术

馆、文化馆就是这个大厦的两大支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群众文化史，乃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的重要角色。在一定意义上讲，不了解群众艺术馆、文化馆

的产生、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群众文化史。

群众艺术馆有40多年的历史，文化馆有近50年的历史。近半个世纪以来，

“两馆"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启迪民智、搜集整理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和

组织群众文化活动方面，颇有建树。我们编辑出版《中国群众艺术馆志》、《中国

文化馆志》的主要目的，就是力图把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的足迹和它们的历史性

贡献予以历史地记载，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群众文化事业以及为这

个事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建立一个丰碑。这种强烈的历史责

任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两部书的动力之源泉。

“两志"均由各馆自己撰稿。它忠实地记载了各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

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主要举措、主要事件、主要功绩、主要代表人物，较详

尽地描述了自己的历史沿革，向读者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

曲折历史，同时也向人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历史教训。我国的

群众文化工作者，在知道本馆情况又了解其他馆的情况后，通过相互比较和研究，

有可能得到新的启示，故对做好本职工作大有裨益。

当读者阅读“两志"时，您将会发现在不少的馆志中，不但记载了他们1 949

年至1995年走过的坎坷历程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这些馆还通

过调查研究、查阅历史、访问知情人，获得了建国前的“民众教育馆"的部分资

料，并在本馆志中予以追述记载，有的馆还把本馆的历史延伸到了本世纪初。这

就使“两志”的内容涵盖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群众文化工作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那三四十年的群众文化中，本应由那个时代的人来写，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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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文字记载，因而形成了一段空白。我

们认为，“两志”的众多撰稿者为填补这块历史空白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这些撰

稿者的历史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收录在《中国群众艺术馆志》中的1994年以前的有关文件、统计材料(不包

括各志中的统计数字)，均来自文化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现行文化行政法规；1：2编》和文化部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印的《群众文化资料

选编》以及文化部计财司发的统计材料。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向“两志"总编室提供了稿件，故“两志’’覆

盖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它们所辖的大部分地区。省级馆对本地区的稿

件做了初审，总编室进行了复审和终审，对一些不甚符合征稿要求的稿件进行了

修改。

有部分来稿未曾打印或打印得不够清楚，有的字难以辨认，又由于修改后无

时间一一核对，故错讹之处极难避免。

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书中的群众文化业务用语、提法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

一些用语，做了必要的注释。

在组稿、审稿过程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馆，作了大量工作。河北省、天

津市、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云

南省、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的领导，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向关心支持

‘‘两志’’的有关人员致谢!

在编辑出版“两志”过程中，中国艺术馆筹备处与北京华人经济技术研究所

进行了愉快的卓有成效的合作。正是由于北京华人经济技术研究所积极支持这项

工作，“两志”才得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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