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艺术

源远流长，传统丰厚，历史上出现过一代

代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大家和文艺珍

品，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然而，在古代五千年文明历史的

长河中，巴蜀文化如同整个中华文化一

样，其发展是渐进的、不平衡的。起始于

近现代的社会文化艺术事业，是在多方

面的交流影响下，才逐步建立发展起来

的。它的繁荣兴旺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文化艺术的发

展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其作为社会主义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的文化艺术事业

同全国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艺

方向和文艺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

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一直将

文化艺术事业纳入重要议程，通过加强

组织领导并有计划地不断加大人力、财

力、物力的投入，使文化艺术事业在创

作、演出、展览、教学、科研、交流、设施等

方面，形成了完整的发展体系。经过广

大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刻意创

新，使古老的巴蜀文化青春焕发，重放异

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跻身于全国先进

行列，为四川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最早出现的

“巫山人”和“资阳人”就生活劳作于四

川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资阳“鲤鱼桥”

出土的旧石器、汉源“富林文化”、“铜梁

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巫山“大溪文化”、

西昌礼州“金沙江流域典型文化”，以及

普格瓦打洛、马尔康各多俄、江津王爷庙



等处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化遗物，均显

示出巴蜀文化孕育期的文化特征。

进入夏商周时期，巴蜀文化有所发

展，并开始形成特色。特别是在青铜器、

建筑、墓葬、陶器等遗存物上体现出的地

方文化特色尤为鲜明。广汉三星堆出土

文物表明，新石器末期至周初，巴蜀的文

化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周初歌舞则有巴

人随武王伐纣时“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

人”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

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逐

步融合，使巴蜀文化更为丰富、发达，特

色显著。涪陵小田溪巴人墓出土的大量

铜器，如巴蜀式的剑、矛、钺等兵器和刻

有巴蜀图语的錞于和钲两种乐器，均可

见巴蜀文化融为一体的趋势。直至秦兼

并巴蜀前，巴蜀青铜器、陶器等已形成自

有的特色。巴蜀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

一个重要源头。

秦统一后，巴蜀文化受中原文化的

影响，在保留自身传统特色的同时，逐步

融进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之中，绵延不衰，

代有所尚，闻名遐迩。汉时文翁兴学，使

巴蜀文风大盛，“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

鲁”(《华阳国志》)。西汉辞赋盛行，领其

风骚者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亦皆为蜀

人。诙谐说唱、歌舞百戏、杂技杂耍也已

流行于宫廷、市井。天回镇、牧马山崖墓

和出土的说唱俑，长宁、乐山、成都出土

的画像石(砖)都有图案描绘其具体场

景。巴蜀文化已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

上，跻身于华夏文化的前列。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盛。蜀人

谯周、陈寿、常璩分别所著《古史考》、《三

国志》、《华阳国志》等鸿篇巨制名甲魏

晋。南北朝时，广元千佛崖，凿龛 400 余

座，造像 7000 余尊。像像错落有致、栩

栩如生，富于变化，为雕塑之珍品。邛崃

青瓷窑，釉下彩绘，延及盛唐。

唐代，巴蜀历数百年承平生活，文学

艺术空前繁荣，尤以诗歌为最。初唐射

洪县人陈子昂尽扫南北朝诗歌淫糜之

气，提倡“汉魏风骨”开现实主义一代诗

风；盛唐江油人李白更以浪漫主义的创

作方法，把诗歌推向了一个难以逾越的

高峰。中唐女诗人薛涛、晚唐诗文俱佳

的成都人雍陶等，对后世都很有影响。

“安史之乱”后，玄宗、僖宗两次人蜀，侍

行及逃难文人也随之而来，四川出现了

文艺的空前繁荣。诗歌大家高适、岑参、

杜甫、元稹、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画

家韦偃、曹霸、李潮等都在四川留下了不

少佳作。尤其是“诗圣”杜甫在成都客居

十年，作诗近千首，史诗般地再现了巴蜀

的社会生活和山川秀色，在后世诗论、诗

品中多有赞誉。从李白的《秋夕听弹三

峡流泉》、杜甫的“锦城丝竹日纷纷”、刘

禹锡的“见联歌竹枝，短笛击鼓以赴节，

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的描绘中已

可以领略出巴蜀音乐、歌舞的声韵、风

情，窥视其繁华而热烈的场面。在石刻

艺术上，四川大足、安岳、灌县、巴中、通

江、夹江等处的石窟造像，至今仍为雕塑

艺术的上品。历三代刻成的乐山大佛，



高 70 余米，与山同位，为中国最大佛像，

号称世界奇观。

五代时，全国征战杀伐，唯前后蜀地

方政权统治下的四川相对安定。前蜀皇

帝王建陵墓中的石棺浮雕图案表现了这

一时期多彩多姿的音乐舞蹈文化。由诗

歌发展而成，更能抒发人情变达、冷暖的

词有大的发展，以李殉、花蕊夫人为代

表的花间派词人，漫吟唱和，盛极一时。

后蜀赵崇祚编纂的《花间集》十卷，所录

18家词中，西蜀词人竟占三分之二以

上。前蜀主王衍编排大型百戏节目《蓬

莱采莲舞》，用机关布景变幻蓬莱仙景，

“海中”两艘大船载有二百多名百戏艺人

表演歌舞、杂技、魔术(宋·田况《儒林公

议》卷下)。前后蜀主王建、孟知祥、孟

昶，创建的宫廷画院，在宗教壁画、花鸟

画方面也颇有建树。

入宋之后，巴蜀文化又出现一次繁

荣的高潮，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文学史

称的“唐宋八大家”，以苏轼为代表的三

苏(父苏洵、弟苏辙)列位有三。苏轼集

文章(散文)、诗词、书画于一身，开豪放

派文风之先。成都人黄居案善花竹禽

鸟，精勾勒，为宫廷画院主持。《宣和画

谱》著录其作品 332 件。伴随城市经济

的发展，市民艺术也兴盛起来。据宋·张

溥《寿宁院记》载：“佛以静为乐⋯⋯独成

都大慈寺据圜匮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

榜，蓬占筵专，倡优杂戏坌然其中”，足见

成都已有较为固定的瓦舍勾栏式的百戏

场所。

元代，虽有号称文坛“四大家”之首

的虞集为代表，但文学艺术已呈衰败之

势，然而，川人好娱乐之趣未改。当时的

音乐、舞蹈、杂技、百戏在各种民俗活动

中必不可少，有的且规模宏大。

到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工商

城镇和市民人口的增多，民间文学艺术

又获得了物质上的发展基础。明弘治、

正德年间，新都县人杨廷和及子杨慎

(1488—1559)在家中自办戏班演出，并

自创剧目《洞天元记》、《太和记》等(清·

李调元《雨村剧话》)。以靳广儿、韩五儿

为首的四川戏班去到江苏南京一带演

出，受到群众欢迎。山歌号子、演奏锣鼓

和吹打乐，耍杂耍，玩龙灯，狮灯，挂扎彩

灯等已成为群众年节庆典、婚丧嫁娶、求

神祭祀必不可少的自娱自乐性活动。据

《叙府志·风俗篇》载，元宵节夜“鼓乐喧

阗，百戏皆作，观者如堵。龙灯所至⋯⋯

铁花灿烂，光焰飞腾”。可谓多姿多彩。

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

农民政权，遭汉满统治者残酷镇压。四

川灾荒频仍，人口锐减。后经“康乾之

治”经济发展，移民大量入川，同乡会馆

林立，外地民间音乐、舞蹈、曲艺、戏曲随

之而来，四川的文化艺术又逐步恢复发

展。罗江人李调元(1734～1802)在诗坛

享有盛誉，且是出色的戏曲作家、评论

家、藏书家。清代也是四川戏曲艺术形

成、兴旺的重要时期。昆曲于康熙初年

传人四川。乾隆之后，打击乐伴奏、曲调

嬗变、道白均已川化。弋阳腔、皮黄腔、



梆子腔也先后传入四川，并逐步完成四

川化的演变，加上四川本土的灯戏，四川

戏曲已形成诸腔纷呈、竞相演出的局面。

1804 年刊刻的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

中记载的演出剧目有《回门》、《送妹》、

《滚楼》、《广东人上京》等。曲艺、杂技、

民间音乐、舞蹈、美术也很流行。《锦城

竹枝词》中载有：“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

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

(原注：廖贵)《哭五更》。”(今仍是清音曲

乐名)。世居盆周山区的藏族、彝族、羌

族、苗族、土家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少数

民族民间艺术也是源远流长，多姿多彩，

尤以舞蹈、音乐、傩戏、曲艺、刺绣工艺品

而闻名于世。经过古代数千年的继承、

发展、吸收、创新，四川的文学艺术特色

独具，体系自成，名家辈出，佳作如缕，享

誉全国。

二

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

1842 年)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

争，使中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

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

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四川

先后经历了太平军入川，“戊戌六君子”

刘光弟、杨锐牺牲，李永和、兰朝鼎大起

义，义和团余栋臣起义，辛亥保路运动等

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文化艺

术在巨变中获得新的内容。由于西学东

渐，西方文化渐次入川，话剧、歌剧、电

影、摄影相继出现，图书馆、博物馆、剧

场、电影院等标志近、现代文明的文化设

施逐步建立，传统的巴蜀文化逐渐嬗变

为现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年)之

后，爱国之士纷纷主张变法维新。1895

年 8月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成立，四川

在京的刘光弟、宋育仁等带头参加。宋

被推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

1896年，宋育仁回川任矿务、商务总局

监督，先后创办《渝报》、《蜀学报》，并带

动四川陆续兴办了《西顾报》、《白话报》、

《蜀报》等报。各报经常刊登诗歌、小说、

散文、曲艺、歌谣、漫画作品，推动了这一

时期文艺创作的发展。此后，义和团起

义失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事件，更使

中国知识阶层认识到兴办西学提高民众

素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舆论的压力

下，四川也兴办了 4000 余所小学，要求

“教以国文、算术⋯⋯博物、图书、音乐和

体操⋯⋯”(张力等著：《四川近代史》288

～289 页)。

1903 年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的《革

命军》问世，表现了爱国必革命，救亡必

反清的革命思想，文笔犀利，气势磅礴，

论说精深，逻辑严谨，不失为论说文的经

典，该文标志着民主革命思潮已经取代

改良主义思潮成为时代主潮。1906 年

川籍留日学生雷铁崖、董修武等创办革

命刊物《鹃声》，号召“革命排满”。1907

年底，留日的荣县人吴玉章联合雷铁崖、

邓洁等创办《四川杂志》，时人称为“西南



半壁警钟”。1907 年成都人曾孝谷与欧

阳予倩等留日学生，发起成立演剧团体

春柳社，并亲自改编美国名著《汤姆叔叔

的小屋》为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此剧

系我国早期话剧运动演出的第一个话剧

剧本。1905 年四川通省警察局总办周

善培(号孝怀)倡导“改良戏曲，辅助教

育”，成立戏曲改良公会，集资建立悦来

茶园，吸纳黄吉安等文人编写改良剧本，

考核艺人予以奖惩，对四川戏曲发展有

重要影响。随着四川通商口岸对英美等

国的开放，1904 年 12月刚问世不久的电

影也传入四川。1906 年 4月清廷裁撤各

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管辖全省教育，

为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文化艺术机构之

始。宣统元年(1909)成都劝学公所附设

阅报室对外开放，之后，其他府县，如巴

县、江油、南充等地也相继出现类似的阅

报所、室，形成现代社会文化设施雏形。

三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

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袁世凯却窃

取了胜利果实。四川的许多革命志士多

是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仍然带

领进步的文化人士反对封建礼教，提倡

文学革命，兴办各种文化事业，开展各种

文化活动，四川新文化运动仍不可遏止。

1912 年春，成都演艺界的名角康子林同

杨素兰、萧楷成等人共同发起组成了包

含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进步戏曲

团体三庆会，排演新戏，培养新人，对川

剧剧种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同

年，四川省图书馆始由四川行政公署拨

款建立。1914 年四川华西协合大学开

始筹建博物馆。春柳社成员、川人曾孝

谷和唐廉江等于 1913 年回川，分别在成

都、重庆成立话剧团体成都春柳剧社和

重庆开明剧社。1919 年五四运动促进

了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批鼓吹反

封建礼教，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诞

生，其代表有《星期日》周刊，袁诗尧参与

编辑的《四川学生潮》，吴虞指导创办的

《威克烈》，李芾甘(巴金)等编辑的《半

月》等。20 年代后，郭沫若、张秀熟、李

劫人，以及戏剧教育家、评论家蒲殿俊，

诗人吴芳吉、康白情，小说、散文作家林

如稷、陈翔鹤、陈炜漠、邓均吾和抗战前

已显露头角的阳翰笙、巴金、艾芜、沙汀、

周文、任白戈、罗淑等巴蜀人士，则活跃

于这一时期前后的中国文坛。由车耀先

支持创办的救亡刊物《活路》旬刊(后改

为《大声》周刊)、《大生》、《图存》等也不

断发表文艺作品，给四川文艺界带来勃

勃生机。同时，受戏剧改良运动的影响，

研究戏曲改革成为时尚，川剧界演出“新

戏”、“时装戏”等改良剧目。剧作家刘怀

叙创作了《是谁害了她》等近百出戏。一

批新剧目、一批川剧名家在艰苦的生活

和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冲搏而出，使川剧

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全国的一大剧种。

1932 年 12月～1935 年 3月，中国共

产党创建了川陕苏区、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 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川，前
后达 18个月，均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或博

巴政府。在苏区的党、政、军内均设有主

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机构及办事部门，大

力开展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专业和群众

性文化艺术活动，诗歌、美术、书法、石刻

标语、戏剧、曲艺是其主要艺术形式，留

存了丰富的史料。

1937 年 7 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同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40

年定为陪都，四川成为抗日大后方的中

心地域。全国进步的文化组织，许多著

名的作家、艺术院校、电影制片厂、图书

等，大多汇集四川，巴蜀之地成了全国文

化艺术活动的中心。1939 年元月中共

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至 1946 年 4月

约七年间，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

接领导下，全国进步的文化组织，诸如郭

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文艺

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中华全

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剧协”)、

中苏文化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

会(简称“全国音协”)等，团结广大文化

艺术界人士，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

艺术活动、兴办文化事业，对四川及全国

进步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从外地迁到四川重庆，或在重庆创

办的文艺刊物，达 53 种之多，其中最有

影响的有《抗战艺术》、《文艺阵地》、《中

原》，以及《文艺先锋》、《文艺杂志》、《青

年文艺》、《文学月报》、《文学创作》，音乐

刊物《战歌》、《新音乐》、《乐风》，曲艺刊

物《通俗文艺》、《弹风》等。中国当时主

要的艺术品种也聚集四川，并得到较大

的发展，尤其是话剧、电影、舞蹈、音乐、

曲艺、美术、歌剧等艺术形式，取得了突

出成就。就话剧而言，当时集中在四川

的著名话剧团体有中华剧艺社、中国艺

术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孩子

剧团、中国胜利剧社、中央青年剧社、怒

吼剧社等，演出了名剧《屈原》、《棠棣之

花》、《法西斯细菌》、《天国春秋》、《蜕

变》、《结婚进行曲》、《大地回春》、《升官

图》等 100 余部创作剧目(另有 160 余部

剧目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堪称中国话剧

的黄金时期。

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和来川的全国

进步文化团体、文化人士的直接影响和

推动下，四川的文化艺术界纷纷成立隶

属于全国或单独建立的抗日救亡组织。

如“全国文协”成都分会，“全国剧协”重

庆分会、成都分会，“全国音协”成都分

会，“中国音乐学会”四川分会，重庆曲艺

界抗敌后援会、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等，

积极开展各种艺术形式的演出、展览、劳

军、募捐、创办文艺刊物等活动，宣传鼓

动群众，支援抗日战争。1938 年起仅在

成都创办的刊物即有《文艺后防》、《华西

晚报·文艺副刊》、《朔风》、《野马》、《挥戈

文艺》、《四川风景》、《华西文艺》等十余

种。四川的代表性戏曲剧种川剧是进行

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的一支劲旅。抗战初

期，川剧就是发起组织“全国剧协”的 10



余个剧种成员之一，后又参与建立该组

织的成都和重庆分会。川剧演员傅三

乾、张德成、萧楷成、刘成基当选为“全国

剧协”理事，张德成、周慕莲分别任“全国

剧协”重庆、成都分会理事。这一时期，

川剧演出了田汉、欧阳予倩、老舍及李大

中、张德成等编写的一批颂扬爱国主义

的历史故事剧；同时编演了大量以抗日

救国为内容的“时装戏”，如《铁血青年》、

《背父从征》、《台儿庄大捷》、《汉奸梦》

等。当时，周恩来、郭沫若等十分关心四

川戏曲的改革发展，曾由文化工作委员

会出面多次组织川剧、汉剧、楚剧等地方

戏曲剧种研究、讨论改革问题；1941 年 2

月，郭沫若在重庆出席了 300 余名川剧

演员到会的川剧演员协会的成立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时期，曲艺演唱

配合形势，发展迅捷。1939 年王永梭独

创的新曲种谐剧、方言朗诵开始登台演

出，受到社会认同。与专业性的文艺活

动相比较，广泛而持久的群众性文化艺

术活动显 得更遍及城乡，蓬勃火 旺。

1937 年 8月，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组织各

校师生组成 430 人宣传队到川西各县城

乡演出。1937 年 8月，成渝两地分别举

行数万群众的火炬游行和戏剧演出。大

中学校普遍成立了业余文学社、宣传团

队、戏剧社、歌咏团、歌舞队、曲艺队等，

坚持在校园和社会演出。

1940 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成立

“戏剧审查委员会”等对戏剧电影进行

“审查”、查禁，尔后“第三厅”被撤销，颂

扬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及揭露社会黑暗

的文艺作品被禁止演出、刊载、展览、放

映、发行。部分文艺家还遭到监禁、处

死，四川文艺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忠诚

剧团”演员李英因在话剧《李秀成之死》

中饰李秀成后被活埋，其余 20 多人被枪

杀，受牵连迫害者竟达五六百人之多。

抗战时期，也是四川音乐、舞蹈、美

术、书法、摄影甚为活跃，成果丰盛的时

期。产生了《嘉陵江上》、《长城谣》等著

名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饥火》等

现代舞蹈作品。在川的徐悲鸿、商衍鎏、

沈尹默、顾颉刚等与四川的张善子、张大

千、赵熙、谢无量、郎静山等美术、书法、

摄影大师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洪

流，以纸笔、相机为武器，创作、发表、张

贴、书刻、展览自己的作品。

在抗战八年中，社会文化机构数量

少，设施不足，业务活动难于开展，藏品

难以增加，难于发展。到 1944 年，全省

图书馆仅 38 所，博物馆 3 所，民众教育

馆 165 个(含西康省 24 个)，民办电影院

约 30 家，发行机构主要为 10 家外国公

司所占有，国内所有者仅五六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及外省的文

化艺术机构和文化人士相继离川，加之

社会混乱，至 1949 年止，四川的文化艺

术几乎濒临绝境。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四川文化



艺术事业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文化艺术事

业作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得

到全面迅速的发展。1949～1990 年的

40 年中，四川文化艺术事业共经历了三

个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 17 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

革”)10 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 13 年。

(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 17 年时期

1．1949～1952 年 9 月，是全省文化

艺术事业整顿、恢复的阶段。1949 年冬

至 1950 年初，四川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

立。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四川省

的地域内，划分为中央直辖的重庆市和

川东、川西、川南、川北 4 个行政公署。

为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重庆市和 4 个

行政公署均设置了文教厅(局)；市、专、

州、县也相应建立了文教局(科)，直接管

理文化教育事业。到 1950 年底，全省

(指 1949 年前的管辖范围)接管旧政权

所属文化单位民众教育馆(后改为文化

馆)119 个、图书馆 4 个、博物馆 1 个、科

普馆 1 个、峨眉山保管委员会 1 个。并

对 22 家私营的电影院、10 家正规剧团

进行登记、管理。当时西康省的各级文

化行政主管部门也分别接管有民众教育

馆 24 所，图书馆 5 所。随军入川的部队

文工团队积极参加地方宣传演出，配合

中心任务上演从老解放区带来的《白毛

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剧

目。文化馆站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艺

术活动，打腰鼓、扭秧歌、耍霸王鞭等活

动遍及城乡。文联等组织创办了《西南

文艺》、《说古唱今》、《川西文艺》、《川北

文艺》、《川北画报》等通俗性文艺刊物。

根据 1950 年 11月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戏

曲工作会议和 1951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精神，全省戏

曲、曲艺团体，按照“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的方针和“改戏、改人、改制”的戏改

政策，清除封建把头，推行民主管理，进

行戏曲改革，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移植、

改编、上演《白毛女》、《血泪仇》、《九件

衣》、《闯王遗恨》等优秀剧(节)目，并为

“抗美援朝”捐献义演。1952 年 10月，全

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川

剧代表团演出的 10 个剧目中，《柳荫记》

获剧本奖，《秋江》、《评雪辩踪》获演出二

等奖；张德成、贾培芝、周慕莲获荣誉奖，

陈书舫、周企何获演员一等奖，吴晓雷、

周裕祥、袁玉堃、阳友鹤、许倩云、刘成

基、曾荣华获演员二等奖，川剧艺术受到

全国文艺界普遍的好评。1952 年，4 个

行政公署撤销合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9

月成立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简称省

文化局)。至当年底，四川文化艺术事业

已有了较快的发展，全省电影院 44 座

(民营 23 座)、电影放映队 71 个(民营 18

个)、剧团 173 个(民营 163 个)，剧场 105

座(民营 20 座)、文化馆 198 个、公共图



书馆 7 个、博物馆 2 个。属国家编制的

干部职工达 2153 人。较 1950 年底的文

化机构和人员均有很大的增长，奠定了

四川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坚实基

础。

2．1953～1956 年，是四川文化艺术

事业稳步发展的阶段。1953 年，中国开

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进入

全面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

善，对文化生活需求日益增长，文化艺术

事业随之稳步发展。1953 年 1月四川首

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省文联”)代

表大会召开，沙汀当选为主席。其所属

的团体会员有作协、音协、美协、舞协、剧

协等。省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积极深

入生活，参与并辅导人民群众的文学艺

术活动，创作了大量讴歌时代，颂扬工农

兵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并创办了《草

地》等文艺刊物，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的创作园地。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加

强了对文化艺术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

帮助各市地州县文化行政部门组建不同

艺术形式的表演艺术团体，并按照文化

部加强艺术表演团体专业化建设的指

示，继续推动以川剧为中心的戏曲改革，

建起了艺术教育的大中专院校，完成了

赴朝慰问演出的光荣任务，在全国产生

了广泛影响。特别是 1955 年 5月，四川

省川剧剧目鉴定委员会，继建国以来的

剧目收集、整理工作，对川剧传统剧目进

行集中鉴定，历时两年多，在 2000 余个

剧目中，鉴定出剧目 300 余个，整理出版

200 余个，在同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戏

曲剧目会上，受到文化部的表彰，得到戏

曲界的好评。专业和业余的音乐、舞蹈

艺术团体举办的音乐会、舞蹈演出日益

活跃，逐步形成了专业和业余的两支创

作演出队伍。舞蹈《十大姐》、《西山跳

月》，舞剧《芙蓉花》，歌曲《好久没到这方

来》、《毛主席派人来》、《太阳出山》流行

全国，演唱《川江号子》的演员在国际比

赛中获金质奖。新的曲种《板子弹唱》、

《四川车灯》问世。杂技艺术走出国门。

美术、书法、摄影艺术蓬勃发展。由国家

举办的城乡电影发行放映网络逐步形

成，私营电影院逐步走上了公私合营之

路。群众文化工作配合社会中心任务，

利用夜校、黑板报、土广播、幻灯、俱乐

部、业余剧团等形式积极开展活动。继

1952年文化馆站的整顿、提高之后，全

省实现了县县有文化馆。抢救、收购了

社会流失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图书，使四

川文物、图书藏量跃居全国前列。西南

行政区撤销后，1954 年 7 月重庆改为省

辖市，1955 年 10 月西康省也并入四川。

1954 年 12 月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更

名为四川省文化局(简称省文化局)。

1956 年 3月四川话剧组团参加全国第一

届话剧观摩演出，参演剧目《一个木工》、

《四十年来的愿望》获演出一等奖。在全

国第一届音乐、舞蹈等汇演中，四川也取

得了好成绩。在省内，也先后举办了全

省性的民间音乐舞蹈会演、首届曲艺会

演、群众创作歌曲评奖、戏曲剧团青少年



演员观摩演出等一系列艺术交流、观摩

活动。至 1956 年末，正规电影院达 56

座(文化部门的 42 座)、电影放映队 471

个(文化部门的 395 个)、剧团 195 个(文

化部门的 28 个)、剧场 151 座(文化部门

的 136 座)、文化馆 200 个、公共图书馆

26 个、博物馆 3 个。较之 1952 年末，除

文化馆外，其它文化艺术机构都是成倍

增长，四川文化艺术事业出现了百花齐

放、繁荣兴旺的局面。

3．1957～1966 年，是四川文化艺术

事业曲折发展的阶段。1957 年 2月周恩

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出访归来，观看了四

川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家》、《同甘共

苦》和重庆市文工团演出的《日出》，并亲

切接见了演职人员。不久，活跃的四川

诗歌界拥有了自己的诗歌阵地《星星》诗

刊。曲艺界的女演员李月秋在莫斯科世

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的清音《小放风筝》

等段子获金质奖。根据文化部开放禁戏

的通知，省里开始尝试开放《目连传》一

类禁戏。川剧传统剧目的鉴定、整理工

作顺利结束，编印出版了包容 11 集 69

个剧目的《川剧剧目鉴定演出剧本选》，

成为全国戏曲界首屈一指的艰巨工程。

首拍川剧艺术片《杜十娘》也在紧张地拍

摄中。

1957 年秋，一些文艺工作者被错划

为“右派分子”，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

展面临困难的局面。1958 年初，四川省

文化局根据上级指示要求省市专业艺术

团体的演职员“上山下乡”，巡回演出、采

风、为新民歌谱曲、辅导群众的文艺活动

等。尔后，省里在成都召开文艺界二千

余人参加的“大跃进誓师大会”，此后，开

展的一些群众性文艺活动，脱离当时的

经济发展水平，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全省上百个自负

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剧团改为国营。峨眉

电影制片厂(简称“峨影”)开始筹建。

1959 年 6月，举办第一次四川省专业艺

术团体观摩演出大会，川剧、话剧、歌剧、

曲艺、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形式的

2000 余名代表参加 演出，川剧《丁佑

君》、《许云峰》，话剧《今朝英雄》、《丹凤

朝阳》，舞蹈《披毡献给毛主席》、《凉山酒

舞》、歌曲《多快乐》、《小小马儿郎》，杂技

《蹬伞》、《平衡》，曲艺琵琶弹唱《采花》、

《盼红军》等剧(节)目受到好评。7月中

国川剧团访问波兰等东欧 4 国，获得成

功。1959 年九十月份开始的“反右倾”

斗争，波及全省文艺系统，一些人被戴上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使全省文

化艺术事业再次受到挫折。

从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1 年底，四

川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中共

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

全省文化团体实行了精简单位，压缩人

员的办法，一些全民所有制单位退回到

原所有制性质，一些单位被撤销、合并，

有的单位停止修建，暂时下马，一些人员

被动员辞职返乡。1961 年，文艺事业开

始复苏，逐步成为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1961 年 6月中共中央制发了“文艺八条”



(初稿)，次年 4月正式执行。同年，重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广州会

议”精神，文化部制定的“院团十条”、剧

目创作“三并举”的方针逐步在全省贯

彻，文化园地再现生机。涌现出长篇小

说《红岩》、《清江壮歌》、《逐鹿中原》，川

剧《和亲记》，话剧《今朝英雄》、《第一

计》，歌曲《毛主席派人来》、《牧马人之

歌》，舞蹈《康巴的春天》，电影《达吉和她

的父亲》、《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优秀作

品，有的作品具有全国影响。版画《蒲公

英》获国际金奖。

1962 年 10月以后，还创作演出了一

批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的文艺作品。社

会文化事业也有了发展。1963 年较

1958 年增设博物馆 12所，图书事业形成

了以公共图书馆为中心、高等院校和行

业图书馆共同参与的图书馆事业新格

局，电影发行放映的规模有所扩大，摄影

艺术的比赛、展出活动增多，《人勤苗壮》

获世界新闻摄影荣誉奖。1964 年省里

通报表彰了坚持送戏到偏远山乡为群众

演出的达县专区文工团，3月，举行了全

省话剧观摩演出，19 个剧团演出了 28

个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作品。

接着又举办了全省舞蹈观摩演出，展示

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舞蹈节目。

《向阳花》、《阿哥追》、《红披毡》等作品的

涌现，标志着四川舞蹈日趋成熟。1965

年雕塑艺术异军突起，大型泥塑《收租

院》问世。四川雕塑现实主义的风格和

精湛的艺术水平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与好

评。同年 9 月至 10 月，西南区话剧、地

方戏观摩演出的 73 个剧目中，四川的现

代川剧《急浪丹心》、《嘉陵怒涛》、《许云

峰》、《金钥匙》、《管得宽》，话剧《比翼高

飞》、《柜台内外》等获得好评。其中《比

翼高飞》、《管得宽》应文化部之邀赴北京

演出。但是，1962 年 10 月 以后又强调

“阶级斗争为纲”，在文艺界又一次出现

了否定传统艺术，题材单一，乱点名批判

等“左”的倾向，在“大演现代戏”的口号

下，1964 年戏曲剧团停止上演传统戏的

剧目，只能上演《夺印》等几个现代戏。

(二)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十

年动乱中，四川文化艺术事业遭到空前

的浩劫

1966 年 6月“文革”开始，四川文艺

界揭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著名文艺

界人士马识途、李亚群、沙汀被点名批

判。以后四川开展批“三家村”、查本单

位“三家村”式人物的运动。四川省文化

局被诬蔑为“四川反革命文艺黑线的总

根子”，四川省文联被斥为“反革命裴多

菲俱多部”，建国 17 年四川文化艺术工

作的成绩遭到全盘否定。极左思潮越演

越烈，派性组织充斥各单位，党政领导普

遍受到批斗，部分群众被打成“保皇派”、

“牛鬼蛇神”、“戏霸”、“反动艺术权威”，

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1967 年 1月，文

艺界的各级党政领导被夺去领导权。

1969 年除留个别人组成业务组留守机

关外，大都下放“五·七”干校或进入“毛

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期间，许多文艺



作品、传统剧(节)目、图书、文物被斥为

“封资修”的产物，或被禁演、禁展、或被

封存。一些服装、道具、藏书遭焚毁，大

量文物被破坏、盗窃，损失巨大。学唱样

板戏，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一时成为

最流行的怪异文化现象。电影只能放映

“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戏

剧，包含话剧也改演或移植演出“样板

戏”。1970 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

立以军代表为主体的“四川省文化局革

命领导小组”，部分被打倒的文化界领导

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71 年四川

省革命委员会下发文件，全省自负盈亏

的表演艺术团体先被撤销，再建立“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保留的全民所有制剧团

一律改演“样板戏”。所有“整顿”后的

“编余”人员一律强行调离文艺单位，再

次给四川的文艺事业带来混乱。1972

年以后，讲说革命故事的活动兴起，并在

全川迅速推广，但有价值的作品不多。

1973年 11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四

川省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建立四川省

文化局和中共四川省文化局委员会。当

年 5月 23 日，举办了全省综合性的文艺

调演，近 1300 人参与，共演出 11 台 17

个剧目，出现一些描写知识青年、水电建

设者等新人的新作。如话剧《九龙滩》、

《广阔的天地》等。此后对因贯彻 1971

年省革委有关文件被强行撤销的剧团、

调出的人员，陆续落实政策，返回原单位

工作。1974 年“批林批孔”、“评水浒”的

恶浪中，把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四川文

艺界的一些派性头目刮起了“描写与走

资派作斗争”文艺作品的邪风。1971 年

峨眉电影制片厂恢复原名后，1974 年改

由省委宣传部领导，当年恢复故事片生

产。1976 年夏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中，省文艺界的几个帮派头头组成

“四人帮助小组”进驻省文化局，妄图在

文化系统重新夺权，遭到革命领导干部

和广大群众的有力抵制。

(三)1976～1990 年，四川文化艺术

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国

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四川文艺界积极

开展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

斗争，实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清

除领导班子中的帮派分子，创作和演出

了一批欢庆胜利，歌颂、怀念毛主席、周

总理，揭批“四人帮”的歌曲、曲艺、美术

作品。1977 年省文化局召开全省创作

会议，揭批“四人帮”，号召繁荣文艺创

作，提出“三年大见成效”的口号，并进行

具体规划。1978 年 2月，邓小平同志到

成都，连续三次观看川剧优秀传统剧目，

并给予充分肯定。尔后，中共四川省委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交由省文化局分

期分批行文，在全省恢复上演了一大批

川剧传统剧目，开全国上演戏曲传统剧

目之先，同时也带动了全省文学、艺术、

图书、文博、群众文化、电影等文化艺术

工作的全面恢复和发展。1978 年 6月，

改设省文化局党委为党组。11 月，全省

举办了以现代题材为主的大型综合性文



艺调演，共演出 170 余个剧(节)目，为文

艺界的一次盛会。同年底，川剧组团赴

京，为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祝贺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

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川文

化艺术事业获得了全面、快速的发展。

1979 年以来，政府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投

入逐年增加，1990 年全省文化事业经费

和基本建设经费的投入分别为 1980 年

的 2．27 倍、2．13 倍，职工人数由 1980 年

的30017 人增加到 32426 人(未含电影制

作、电影发行放映、文物，以及四川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作家协会的统

计数字)。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制订了文

化发展的十年规划和中期、近期发展目

标，并采取培训干部、改善工作条件、开

展作品研讨，举行调演、汇演、展览，组织

参观访问、深入生活，加强内外文艺交

流，重视理论研究，奖励有成就的人员及

优秀成果等各种有力措施，促进文学艺

术作品质量的提高和文艺事业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化艺术事业

的发展面临后继乏人的问题。省里首先

抓人才培养，于 1977 年恢复了四川音乐

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正规招生工作。

1978 年 3月，又恢复、重建了四川省川剧

学校、四川省舞蹈学校，并开始招生。尔

后，这些正规学校深化教学改革，增设专

业，完善教材扩大培训范围和培训内容，

新修教学设施，在校生人数不断增加，满

足了专业艺术团体和社会的需求。与此

同时，还采取长期或短期培训、轮训、函

授、进修等方式，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业

务素质。截至 1990 年止，省里共举办培

训文艺在职职工的不同类型班、会 30 余

种、100 余期，培训人才 3000 余人次。其

中绝大多数学员在四川的文化工作中担

当重任。

1980 年 6月，被推迟 20 余年的四川

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简

称“文代会”)在成都召开，出席会议的文

艺界各族代表 1000 余人。会议传达贯

彻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精神，明确肯定

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在精神文明建

设中的重要地位，对团结全体会员为繁

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共同奋斗产生了

重大影响。1983 年 4 月，四川省文化局

更名为“四川省文化厅(简称省文化厅)

”。1985 年 6月，按照全国的体制，四川

省作家协会从省文联建制中分出，升格

成为与文联同级的团体。1980 年 10 月

开始，历时 10 个月，四川第一次综合性

的文艺评奖工作顺利结束，评出 1977 年

以来的各类优秀作品 573 件，加上这次

评奖前在国际、全国、省级获奖的优秀作

品共 1101 件。颁奖仪式上省委宣布了

繁荣文艺的一系列措施，决定首设文艺

创作基金 20 万元，尔后逐年增加。1985

年，又设立 30 万元的郭沫若文学奖、四

川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给 80 年代的四川

文艺界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文化艺

术各个门类得到大发展。

文学创作方面，包含老中青在内的



作家由 1966 年的 120 人增加到近千人，

全国会员由 25 人增加到 125 人，形成了

一支极富活力，成果显著的文学创作队

伍。除省级文学刊物《四川文艺》(后改

为《现代作家》)、《红岩》、《星星》、《当代

文坛》外，各市地州和部分县，以及一些

企业、部门也都创办了文学期刊。在全

国和省级各种文学样式的评奖活动中，

四川文学成绩显著。长篇小说《许茂和

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

说《燕儿窝之夜》，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

止在战场》、《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诗

歌《复活的海》、《白玫瑰》等均在全国评

选中获奖。

1979 年 2 月，峨影厂健全了领导体

制和管理体制，影片生产有了新的发展，

当年生产故事片 4 部、戏曲艺术片 1 部。

次年拍摄彩色故事片 7 部，制片利润高

达 358 万元。1981 年 5月成立峨影演员

剧团，拥有一批全国知名的演员。1985

年拍摄的《红衣少女》分别连获“金鸡”、

“百花”、“政府”三大奖。1990 年完成的

影片《焦裕禄》被誉为当年中国电影的扛

鼎之作。从 1979～1990 年的 11 年间，该

厂共拍摄彩色故事片 100 部，涌现出一

批全国著名的演员及编导、摄影、舞美人

员，成为全国主要的影片生产基地之一。

这个时期，表演艺术以“振兴川剧”

为重点，进 入极 为活跃的繁荣 时期。

1982 年 7 月，省委专门开会研究、部署

“振兴川剧”工作，提出了“抢救、继承、改

革、发展”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

有力的措施。各级党委、政府，也把振兴

川剧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此后，每两年

一次，全省自下而上的选调川剧剧目到

省参演，到 1990 年，振兴川剧的专题调

演前后举办了 5 次，涌现了《巴山秀才》、

《田姐与庄周》、《绣襦记》、《芙蓉花仙》等

近 100 出优秀剧目。一些探索性剧目如

《潘金莲》、《红梅赠君家》、《红楼惊梦》、

《四川好人》等在川剧改革的尝试方面，

均取得不同的成就。四川的话剧也不断

创作或选演国内外一批力作，如《赵钱孙

李》、《重庆谈判》、《月琴与小老虎》、《死

水微澜》、《西安事变》、《枫叶红了的时

候》、《朱丽小姐》等。特别受观众喜爱的

戏剧新品种——小品，在四川得到倡扬，

1989 年举办了首届话剧小品邀请赛。

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少儿艺术在

80 年代发展较快，中央和省里举办了多

次儿童戏调演。四川藏戏中的德格、康

巴、安多、嘉绒藏戏得到宏扬，省里每年

为县级以上藏戏团拨出专款，“八大藏

戏”常演不衰，新编剧目《牟尼赞普》、《琼

达与布秋》分别在全国和省首届少数民

族地区戏剧调演会上获奖。歌剧在 80

年代重又焕发青春。《火把节》、《青稞王

子》、《穿红裙的幺表妹》、《月落乌啼》等，

在全国或省里获奖。在 1987 年全国京

剧演员电视大奖赛中，一些青年演员和

琴师获奖。在全省的调演、汇演比赛中

京剧也连获嘉奖，显示了雄厚的实力。

其它一些有影响的戏曲剧种豫剧、越剧、

花灯戏等和木偶戏、皮影戏、灯戏、曲剧



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南充的大木偶、

成都市的木偶、皮影戏具有全国影响。

以川剧为代表的戏剧创作繁荣，演出活

跃，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多次奉调晋京，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广大观

众、专家的好评。川剧、木偶的一些院团

还连年出国，远赴欧洲、日本、新加坡、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受到广泛的好评。

从 1981 年起，四川连续四次举办了

三年一度的大型音乐活动“蓉城之秋音

乐会”，这是集中展示四川音乐创作和表

演成就的音乐盛会。其它一些单项音乐

会演、比赛和小型综合音乐活动、个人音

乐会，举办频繁，一大批优秀音乐作品、

优秀演奏员在全省、全国以及世界性比

赛中获奖。《云岭写生》、《蜀宫夜宴》、

《达布河随想曲》等是其中的佼佼者。通

俗歌曲渐渐流行，并出现不少优秀作品

和演唱者。

四川舞蹈艺术步入成熟发展时期，

拥有一批在全国知名的编导人员，在比

赛中，一大批不同题材、体裁的优秀舞蹈

作品在中国和日本、意大利世界性比赛

中获奖。以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

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尤具特色。10 年之

中，像《喜雨》、《小萝卜头》、《春潮》、《百

合花》、《鸣凤之死》等一类的优秀新作，

达 60 余个，是舞蹈创作的丰收时期。

曲艺艺术克服各种困难，重新回到

了群众的身边。谐剧、方言朗诵等曲艺

形式得到更大的普及。大型曲剧和方言

喜剧也有了新的发展。有的演员和节目

在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演出中取得成

功。

国营专业杂技团体虽然有所精简，

但民间职业杂技团发展较快。杂技团体

在培养人才、艺术创新上，从严训练，从

难要求，青少年演员迅速成长，在国际杂

技比赛和全国比赛中，杂技节目多次夺

冠。杂技艺术成为四川对外演出中最受

欢迎的艺术品种之一。

四川美术界，仍保持着 50、60 年代

的全国优势地位，除版画、雕塑等画种仍

具优势外，油画异军突起，在全国占有重

要地位；国画艺术家的群体优势逐步显

示出来，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唐卡画、

城市雕塑，年画、漫画、连环画、宣传画、

农民画、现代壁画等都跃居全国先进行

列，其余画种都有了全新的发展。一大

批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

名的画家脱颖而出。油画《父亲》、《亲爱

的妈妈》，版画《主人》，年画《敬爱的元

帅》，藏画《格萨尔王》，雕塑《千钧一箭》，

国画《边关习武》、《竞技图》、《打马球》，

漫画《大买主》等 20 多件作品在全国获

特等奖、一等奖或金奖。还有 10 余件油

画、国画作品获国际金奖。不少作品被

国家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

象征中华文化的书法艺术和崭新的

摄影艺术，得到愈来愈多的人欣赏、热爱

和直接参与，成为最具群众性，最易普及

的艺术品种。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书

法、摄影艺术家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在

全国、全省比赛中屡创佳绩。



这段时期，也是社会文化事业发展

的最好时期，电影发行放映、图书馆、博

物馆、文化馆站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979 年后被禁锢的影片陆续恢复发行，

次年观众达到 22 ．7 亿人次。1982 年发

行收入创 6016 万元。集体和个体兴办

电影队得到扶持，边远山乡、民族地区

“看电影难”的问题有所好转，到 1985 年

电影放映队的发展达到高峰，共 14078

个。电影部门多次受到文化部、广播电

影电视部的表彰和奖励。

在群众文化方面，1981 年中共中央

《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指示》在全

省得到贯彻落实，给群众文化的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环境。乡镇文化站蓬勃发

展，成了向当地群众普及科技、文化，开

展艺术、娱乐活动的中心。占人口 80％

的四川农村人口也如城市人一样能享受

或直接参与影视、录音、录像、舞厅、卡拉

O K 厅等现代文明产物所带来的欢乐。

1990 年与 1980 年相比：全省群众艺术馆

达 24 个，较前增加 19 个；县级文化馆、

站 7017 个，较前增加 6763 个；工作人员

20723 个，较前增加 8 ．2 倍，另有 4105 个

业余演出 队和 21590 个农村文化专业

户，使农村、乡镇、街道和文化生活日益

活跃。文化与经贸、旅游紧密结合，自贡

恐龙灯会、乐山龙舟赛、大佛节、南充丝

绸节等新兴的地方节日，给当地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全省图书馆、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

1982 年四川省图书馆新馆址建成，建筑

面积为 1．37 万平方米。全省各地新建

馆和藏书、藏品的数量均 大幅增 长。

1990 年与 1980 年相比较全省新建图书

馆 50 所，总 数 达 148 所，藏 书 量 达

2124 ．5 万余册，新增图书 622．4 万余册；

新建博物馆(含纪念馆)55 座，总数达 75

座，藏品总数达 75 万多件。其中，全国

“八大图书馆”之一的四川省图书馆主要

藏书 354 万余册；四川省博物馆藏品 16

万余件。全省基本形成了以省馆为中

心，以市地州县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为

骨干，与其它行业性、专业性的图博单位

协调合作的馆际网络。

1985 年 3 月，省文化厅按照文化部

的部署和《文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评审

条例》及有关规定，在全省文化部门进行

了文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评定工作，极

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

1987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锦城艺

术宫，位居成都市中心繁华地段，占地面

积 1．11 万平方米，设备先进，是全国一

流的现代化剧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四川的

文化艺术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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