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四川省文化事业行政管理机构及领导干部变化情况表





(二)四川省文化事业行政管理机构历任党组、党委正副书记表



二、文学艺术团体领导人名录

(一)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历届主席、副主席名录



(二)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历届党组正、副书记名录



(三)四川省作协历届领导人名单



三、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名录

(一)省以上劳动模范名单

(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四川省文化系统

代表人员名 单(1956 年 4 月 23 日在京召开)



(三)四川省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文化方面的先进单位和
先进工作者名单(1960 年 9 月在京召开)



(四)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名单
(1981 年 12 月 24 日文化部表彰)



(五)全国文化事业单位以文补文经验交

流表彰人员

1988 年 6 月 29 日～7 月 2 日文化

部、财政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化

事业单位以文补文经验交流会，四川出

席会议的先进单位 13 个，先进个人 1

人。

先进单位有：隆昌县文化馆、成都市

群众艺术馆、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馆、四

川省群众艺术馆、成都市锦江剧场、内江

市文化局、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重庆市

文化局、重庆市财政局、成都市文化局

成都市财政局、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财

政厅。先进个人：四川省群众艺术馆《抒

情歌曲》主编 谢必忠



(六)全国先进文化馆、站及先进文化馆、站长名录

(1990 年 12 月文化部表彰)



(一)各篇主纂、撰稿、资料、初审人员名录







(二)《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编辑部成员

主 任

傅敬蓉

编 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才 王定欧 王嘉陵 龙月高 刘奇晋

吕 波 毕汝钦 朱泽明 任锡荣 汪 泉

李 谦 李来源 张 戈 张文治 张鲁坤

吴有梧 杨泽平 周企旭 周素芳

贾 克 夏犀之 康大荃 屠光辉 龚稚孙

蒋守文 程伍牙 谭兴国



四川素以“天府之国”著称，有着悠

久的文化艺术传统。

遵照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

府的部署，按照《四川省志》编纂方案的

要求，于 1985 年开始进行《四川省志·文

化艺术志》的编纂工作。《四川省志·文

化艺术志》其内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

上限始于 1840 年，下限终于 1990 年，中

间绵延 150 年。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历

史资料、口碑材料，未能做到妥善保存和

及时抢救，某些方面存在史缺人亡的状

况，其修志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由四

川省文化厅牵头，同有关方协调配合，采

取共同研究，拟定编纂篇目，按专业归

口，分工负责篇章初稿编写的办法，自

1986 年 4 月至 1996 年 12 月，经过十余

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志书送审稿，其间

经过了几个过程。

一、建立领导机构，进行工作部署。

自 1986 年 4 月以来，四川省文化厅、省

文联、峨眉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先后成立

了史志办公室，并从经费、人力、物力上，

对史志工作给予支持，使史志工作得以

顺利开展。1991 年 9月，为加强对编纂

业务的共同领导，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峨

眉电影制片厂等四家承办单位组成《四

川省志·文化艺术志》编委会，并推荐决

定主编人选，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主编

负责制，同时下设编辑部处理日常编辑

业务和负责编写实践中的组织、协调、服

务工作。

《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的编纂篇

目，初稿内容定为文学、戏剧、音乐、舞

蹈、曲艺、电影、美术、群众文化、图书、艺

术教育等篇。后又补充设立杂技、书法、

摄影、博物、电影制作、文化管理等篇章。

尔后又经过几次研究、调整，最后决定设



置概述、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

技、美术书法摄影、电影、群众文化、图书

馆和博物馆、艺术教育、文化管理等十三

篇。根据专业性质确定：文学篇由省作

协负责；戏剧篇分别由四川省川剧艺术

研究院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负责；音乐、

杂技、美术书法摄影篇，由四川省文联负

责；电影篇由峨影和省电影公司负责；舞

蹈、曲艺篇，由省音乐舞蹈研究所负责；

图书馆和博物馆篇，由省图书馆和省博

物馆负责；艺术教育篇，由省川剧学校和

省舞蹈学校负责；行政管理篇，由省文化

厅有关处室负责编写。

此方案由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报经

本志编委会和省志编委会审定，修改补

充后，各单位随即相继成立“编委会”或

“编写组”等机构，分别开展编纂工作。

从 1986 年 4 月至 1995 年 10月，在历经

10年的时日里，各单位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在单位领导的支持，“史志办”

的协调、指导下，各篇章均按计划规定

的进度完成了志书初稿的编写任务。

二、广泛收集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编纂纲目拟定后，各撰写单位和编写人

员在史志办的统一部署下，分别开展资

料搜集工作，先后出动人员达 50 余人

次，他们到成都、重庆、雅安、南充、宜

宾、自贡，以及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的档

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有关单位、部门

的资料室，查阅案卷、报刊、史籍，摘抄、

复印有关四川省文化艺术历史史料，同

时，广泛采访分散在全国各地尚健在的

有关人士，收集口碑材料。经过时近两

年的奔波，累计收集文字资料 2 千多万，

图片资料 4 百多幅。继后，在编写文稿

过程中，仍在不断进行补漏填缺的工作。

各单位和史志办公室对收集到的资料，

经过鉴别核实，一般都进行了规范化整

理，按照统一要求，逐一分类建卡、编码、

立卷，为查阅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编辑资料长编，撰写专业史志。

各篇编写单位在收集拥有一定数量资料

的基础上，编委会和编辑部要求各单位

要首先编写“专业资料长编”或“专业史

志”文稿。其编写原则有二：一是对史料

的使用，要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秉笔直书的原则，二是对历史事

件和人物的记述，要以《关于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经过近 3 年的

努力，先后编写出《群众文化篇》、《话剧、

歌剧篇》和《1907～1990 年四川话剧、歌

剧活动大事年表》、《舞蹈篇》、《曲艺篇》、

《音乐篇》、《美术篇》、《电影篇》、《四川电

影发展大事记》、《艺术教育篇》、《书法

篇》、《摄影篇》、《杂技篇》等资料长编和

《图书馆志》、《博物馆志》、《峨眉电影制

片厂厂史》等专业志书，共约 200 多万
字。

四、修订编写纲目，撰写志书文稿。

各归口单位根据省文化艺术志编辑部反

复修订的编写篇章纲目，拟定本篇章的

详细条目提纲，再送请编辑部审定后，分

别投入试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先由



编辑部对各单位完成的草稿分别进行审

阅，待各篇章全部完成试写草稿后，再选

出其中较好的稿本作为典型，通过会议，

就文稿的内容、序列、体例、文字表述等

进行讨论，统一认识，分别进行修改调整

或增删，最后写成各篇章较规范的志书

初稿，由编辑部组织力量进行志书统稿。

五、初稿、总纂、送审。在各篇章完

成初稿并经编辑部、主编先后审阅后，召

集各篇归口单位负责人和主要编写人员

会议，对各篇初稿进行会审评议，广泛征

询意见，再次进行补充修改，同时经会议

协商，由各单位推荐一名主笔人员，组成

以主编为首的总纂班子进行志书的总纂

工作。总纂工作历时 6 个月，在统稿的

基础上经集体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反复

修改后，分篇复印报送省志编委会审核，

并提出修改意见后，再由总纂班子进行

补充修改，如此反复多次，最后完成志书

的送审稿。

《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编纂工作

能得以顺利进行，较好地完成任务，一是

有赖于四川省文化厅和四川省文联、四

川省作协、峨眉电影制片厂领导的关心

和重视，以及各篇章归口承办单位的协

作配合和全力支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

在厅长的领导下，有效地组织协调、周密

地计划安排，也是这一工作得以顺利进

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四川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及省志总编室的有关同志在

修志业务方面悉心地进行指导和帮助，

省志办秦宜雅总编多次参加本志召开的

修志人员业务学习会和修订纲目座谈研

讨会，本志的责任总编金成林同志对志

书文稿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并认真负

责地进行修改，对本书编纂的规范化和

质量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三是参加编

撰工作的全体成员的高度敬业精神。这

些工作人员，多系退居二线或离退休的

老同志，不少同志自始至终参与此项工

作。他们都有一颗热爱修志写史工作的

赤诚之心，在工作中刻苦学习，努力实

践，甘于寂寞，不计名利，任劳任怨。这

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在本

志编纂过程中，始终得到北京、南京、四

川及各有关市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

馆、党史办及地市州县文化部门的有力

支持，为志书提供珍贵资料和给予各种

方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编纂本志是一项承前启后，负有重

大历史责任的艰巨任务，由于编写水平

有限，资料收集艰难，本志难免存在一些

缺点及疏漏，甚至错误，敬请专家学者和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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