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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艺 术
北海市文艺会演

据调查，北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已开始举办文艺会演。之后，每

年有时举办一次，有时一年举办好几次。下面，仅将 1979 年 8月以前部分年度

文艺会演的情况罗列于下：

△1954 年，北海市举办首次文艺会演。

△1955 年，北海曾举办两次文艺会演。其中于 1955 年 1 月 1日至 3日，曾

在工人礼堂(今市工人文化宫礼堂)举办 1955 年元旦、春节文艺会演，聘请吴廷

贯等人为评判员。这次会演有 20多个单位参加，演出节目有鄂伦春舞、大合唱

《太阳落山》等。

△1956 年，北海举办了三次全市性的文艺观摩会演。其中春节曾举办一次，

北海中学的学生业余文工团，曾演出著名舞蹈《采茶扑蝶》、《荷花舞》等节目。

这些会演，对活跃工农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合作化运动及生产运动都有很大

的作用。

△1957 年，北海举办一次文艺会演。

△1958 年春节，北海举办北海市第四届业余文艺观摩会

演。这届会演于 1957 年 10 月 31 日开始筹备，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科、教育

科、总工会、市团委联合召开会议，成立第四届业余文艺观摩会演筹委会，由

11人组成。会演选拔赛于 1958 年元旦在工人文化宫礼堂举行。春节期间，各会

演代表团才将迭出的优秀节目参加会演评比。

△1958 年 11 月下旬，市武装部和文化馆组成 62 人的北海市民兵师文艺代

表队，参加合浦军分区 1958 年民兵文艺会演，由市武装部陈国栋带队，艺术指

导由黄与干、吴廷贯、夏森林担任。参加会演的节目有舞蹈《妇女一号》、小演

唱《公社花开幸福来》等。经评比，根据外沙渔业社“妇女一号”渔船的事迹

创作的舞蹈《妇女一号》被评为优秀节目。



△1958 年 12 月初，合浦军分区文艺代表队带北海的《妇女一号》大部分表

演人员，参加广东省军区 1958 年民兵文艺会演，经评定，《妇女一号》获优秀

节目奖，马浦珠、吴金资、庞明珠获优秀演员奖。

△1959 年元旦，广东省军区带舞蹈《妇女一号》参加广州军区(包括广东、

广西、湖南、湖北的中南四省)1959 年元旦部队业余文艺会演。经评定，《妇女

一号》获优秀演出奖和优秀创作奖(该节目由吴廷贯、黄与干编导)，马浦珠(学

生)获优秀学员三等奖，夏森林(市文化馆)获优秀舞台美术三等奖。

△1959 年元旦，北海在工人文化宫礼堂举行文艺会演，三天共演出 56个节

目，其中北海中学的歌舞《炊事姑娘》、《渔家乐》等节目被评为优秀节目。

△1959 年 2 月 11 日，北海人民公社组成一个文艺队参加合浦县 1959 年春

节文艺会演。由彭福同带队。指导员是吴廷贯、温耀贵、夏森林。秘书是龙炼

伟。北海参加会演的节目有小歌剧《合浦珠还》(由吴廷贯编剧、编舞、作词，

由黄与干、吴廷贯作曲。剧情取材于一个古老的民间神话故事，反映人民的劳

动成果一定要归还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表达了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意志)、歌

舞《炊事姑娘》(吴廷贯、黄与干合作)、民间歌舞《天仙颂东风》(由吴光文、

温耀贵、张文、符云亭创作)、以及学生创作的歌舞《渔家乐》及一些小演唱。

经评选，《合浦珠还》、《炊事姑娘》、《天仙颂东风》、《渔家乐》均获奖，于 1959

年 3 月，被选拔参加湛江专区 1959 年群众艺术会演。

△1959 年 3 月，在吴廷贯老师的带领下，北海公社的《合浦珠还》等四个

节目加入合浦县艺术代表团(由黄衍清带队)，参加湛江专区 1959 年群众艺术会

演。评比结果，《合浦珠还》、《天仙颂东风》及《炊事姑娘》三个节目获奖。其

中《合浦珠还》及《天仙颂东风》还被选拔参加广东省 1960 年群众艺术会演。

《合浦珠还》小舞剧的演出剧照，还被刊于《广东画报》五月号上。

△1959 年国庆，为检阅十年文艺成果，北海曾举行了一次“建国十周年大

典献礼”活动和文艺会演。参加会演的节目 118 个，其中渔(农)村俱乐部自编

的节目有 49 个，被选为优秀的有 11 个。学校、工厂、手工业社等单位演出的

歌舞、短剧等节目有 69个，其中 28 个是自编的。

△1959 年末，根据湛江专署文教局的通知，北海由吴廷贯老师带领《妇女

一号》、《合浦珠还》、《天仙颂东凤》等三个舞蹈节目的主要演员马浦珠、吴金



资、庞明珠、秦莉萍等 22人，加入由 120 人组成的湛江专区业余艺术代表团，

前往广州参加会演。1960 年 1月，广东省 1960 年群众艺术会演在广州举行，《羊

城晚报》、《南方日报》均对《妇女一号》、《合浦珠还》的演出作很高评价。会

演后，湛江专区业余艺术代表团，又在湛江专区各地巡回演出，先后抵达阳江、

茂名、湛江、合浦、北海、东兴等 7 个点演出。1 月 28 日，又挑选部分节目到

越南广宁省芒街访问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纵观 1959 年，北海在春节、“五一”、“六一”、“七一”、“十一”

等重大节日，均举办群众性的业余文艺汇演，计组织 346 个节目，其中 96％是

群众自编自演的。表演形式有山歌剧、粤剧、采茶戏、歌咏、舞蹈、小演唱以

及各种民间艺术等。经群众及领导评定，其中有优秀节目 62个，达专区水平的

有 4 个，达省级水平的有 3 个。参加在广州业余文艺汇演的《天仙颂东风》、《合

浦珠还》和《妇女一号》，均是北海镇业余文艺的代表作。

△1960 年，一年来在重大节日举办全镇性的各种会演晚会 38次，演出节目

373 个，其中得奖节目 92 个。此外，各单位也抓住时机开展文艺活动。搞得最

好的是曲湾大队俱乐部，一年来举办晚会 53次，观众 16，800 人次，还编写演

唱材料 9 个，民歌 245 首。1960 年参加湛江专区及省职工艺术会演的四个节目

都获得大会的好评。北海的舞蹈《竹织姑娘》，在参加湛江专区职工业余文艺会

演中，获优秀演出奖，并由湛江专区选拔参加广东省的职工业余文艺会演。

△1961 年，北海有乡镇大队俱乐部 43个，经常开展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北

海镇全年举办 9次会演，共 270 个演出节目。

△1962 年元旦，北海举办文艺会演，曾聘请吴廷贯、黄与干等人为评委。

△1964 年 12 月上旬，湛江专区第二届职工文艺会演在湛江举行。北海职工

文艺代表队的小歌剧《一张通知书》(由吴廷贯、黄均基等几位老师创作)获二

等奖；舞蹈《工人渔民一家亲》(由吴廷贯创作)获三等奖。参加演出的赵涓华、

韦小湄老师和邬志芳同学均获优秀演员奖。《一张通知书》(反映知识青年响应

党的号召到农村广阔天地务农的心愿)和《工人渔民一家亲》均被湛江专区选拔，

准备参加 1965 年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第二届职工业余文艺会演，后因北海行政

划归广西，故这两个节目没有机会参加会演。

△1964 年国庆节，北海曾举办文艺会演。北海中学文工团的表演唱《慰劳



解放军》(吴廷贯创作)曾获优秀节目奖。

△1965 年春节，在工人文化宫曾举行各单位的文艺会演和全市职工革命歌

曲比赛。表演唱《工农情谊深似海》等节目获奖。

△1966 年 1月 23 日晚上，在人民礼堂举行北海首次幻灯宣传会演。参加幻

灯会演的有人民电影院、北海农村放映 2 队和外沙、西塘、高德、地角、咸田

等公社的幻灯放映宣传队。放映内容丰富多彩，有《一面水产红旗》、《虎胆英

雄船》、《贫协主席苏作芳》、《美帝十大怕》、《赞外沙》、《对敌斗争好榜样——

邓传穗》、《地角“五一”生产队先进事迹》等。这些幻灯节目大部分是自编、

自画、自演的，能密切配合现实斗争，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咸水歌、

快板、对口词、顺口溜等形式解说演唱，深受群众欢迎。

△1966 年国庆节晚上，在工人礼堂，由市文教局、总工会、团市委、市妇

联四个单位联合举办了“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

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文艺会演”。文艺会演的内容，规定为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

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三面红旗，大力宣传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人好

事、援越抗美及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内容。表演形式包括

短小精悍的粤剧、话剧、歌剧、活报剧、舞蹈、表演唱、相声、三句半等。参

加单位以机关、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及居委会为单位，但对参加会演的人

员在政治上作严格的审查。参加会演的节目，一律经单位党支部及文化革命小

组审查批准。

70年代，北海的文艺会演还是比较活跃的，中小学文艺会演，一般每学期

举办一次，渔农村及工矿企业单位的会演，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宣传演出活动

较潘跃的单位有：港务局、航运局、捕捞公司、机械厂、水产公司、西塘公社、

林场、高德公社开江大队、涠洲公社城仔大队等单位，学校的有北海中学、北

海一中、一小、二小、三小、一幼、二幼、三幼及机关保育院等单位。

△1977 年，北海举办了一次全市业余文艺调演和二次中小学、幼儿园文艺

会演。参加会演的共 39个队，1，170 人，演出 103 个节目。

△1978 年，为庆祝广西区成立 20周年，北海举行了全市职工业余文艺会演

和中小学业余文艺会演，并选出了三台节目为庆祝自治区成立 20周年演出。参

加会演的有 34个单位，580 人。演出了《南海儿童爱北京》、《喜送渔货》、《请



战》、《春催桃李》等 98 个节目，共 45 场，观众达 7 万多人次。其中职工业余

文艺会演节目有五个获创作奖，五个获演出奖，中小学业余文艺会演节目有 11

个获创作奖，16个获演出奖。

△1979 年 8 月上旬，为庆祝国庆三十周年，北海举办职工业余文艺会演。

参加会演的节目要求自编自演，要有时代精神，有地方特色，节目形式要多种

多样。对会演的节目进行评选奖励，包括创作奖，演出奖和优秀演员奖。并从

中挑选部份优秀节目参加国庆文艺调演。这次会演是由市文化局、总工会和市

文化馆联合筹备的。

△1979 年，为巩固提高业余文艺队，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市文化局

曾协同教育局和商业局，先后举办了全市中小学和商业系统业余文艺会演，演

出节目共 64个。这些节目大都是自编自演的，对优秀的节目都给予适当的奖励。

如在“六一”儿童节，曾举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和保育院的文艺会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