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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是个港口城市，海运发达，商贸兴旺。1911 年前，北海没有固定的文化娱乐设施，

群众文娱生活多属年节和酬神演出的庙堂戏。这些演出往往通宵达旦，日夜连场，群众尽

情欢娱；其次是庙堂及百姓人家有喜庆婚娶事，常常请来民间艺人及歌手扮演“老杨公”

或演唱山歌，群众喜爱观赏；外沙疍民船户爱叹、唱咸水歌抒发情怀；每年春节、元宵等

佳节，则有舞龙舞狮、打拳演武等活动；此外，还有讲故事、说谐语为乐。1912 年以后，

始有广商巨贾筹办大戏院，聘请大戏班来北海演出粤剧。1927 年至 1945 年，商家先后兴

建“明园戏院”、“娱乐戏院”、“三达戏院”、“海珠戏院”以及“桃园酒家”等剧场，直至

建国初仍继续营业。相继请来省港名班名伶到北海演出，有时几个戏院同时开场，热闹非

凡，是北海群众文娱生活的主要内容。

“九·一八”以后至抗战期间，北海进步学生、知识分子组成“怒吼”、“海燕”等话

剧团，上演抗日救亡话剧如《夜光杯》、《凤凰城》和历史剧“黄花岗”；街头剧《放下你

的鞭子》等剧目，对激发群众爱国主义起到积极作用。以后“民众剧社”群众性的文艺团

体，是抗战后期至建国前夕文体活动的组织者。

随着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是我国传播放映外国电影最早的沿海城市之一。1915

年在法国领事馆，1916 年在德国森宝楼，1924 年在法国天主教圣德修道院，1926 年在法

国神父楼等地，曾先后放映过电影。当时是无声电影，是非营业性的放映宣传活动。一般

有风光片、纪录片、宗教片等。

1929 年，“绿波书社”开业，出售进步书刊。随后，“北海书店”、“强新书店”、“茂和

书店”、“森泰书店”陆续开业，这对促进北海人民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过去，北海没有开放的图书馆，1927 年陈铭枢捐资创办合浦图书馆（后为“北海中学

图书馆”），是北海首创的较具规模的图书馆。

1949 年 12 月北海解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政府加强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同年 12 月成立“北海军政委员会文教科”，主管文化、教育工作。接着新华书店、文化馆、

电影院、粤剧团、广播站等单位相继成立，从各方面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

关于基层文艺组织与辅导方面，早在 1952 年文化馆开始组织了业余文工团，后来扩

充到 60 多人的业余剧团，该团分为粤剧队、话剧队、歌舞队、山歌队。文化馆负责组织

学习和业务辅导，这在建国初期配合各项中心工作的宣传演出，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街

道上积极协助各居委会建立了上百个读报组，坚持晚上读报；另外，还组织各居委会及有

关单位经常出版黑板报，向群众宣传国家的时事政策、报导地方新闻。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郊区人民同样迫切要求文化生活，文化馆配合市文化主管

部门加强了这方面的组织和辅导工作。1954 年后，农村曾有 22 个大队；渔村有 1 镇 3 个



大队；涠洲岛有 4个大队先后建立了文艺演出队、文化室、俱乐部。当时的活动内容有：

图书阅览、粤剧、山歌剧、歌舞演出；山歌、曲艺演唱；图片展览；幻灯放映；土广播等。

还有创编小组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和现实生活，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创编及演出，使城乡
文化同步发展，活跃及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后期，文化部门经常派员深入工厂，渔、农村等基层单位文化

室组织、辅导和开展活动。同时农村文艺宣传队、青年文工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除经

常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外，还积极参加市、地区及省（区）举办的文艺汇演及展览，多次荣

获奖励。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文艺的春天。随着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展开，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市文化局、文化馆、图书馆等单

位派出干部下乡，对郊区文化中心、文化站加强了恢复、筹建和辅导工作，先后协助各乡

镇建立了地角渔民文化宫、高德文化站、电建文化室、涠洲文化中心、外沙文化室、海城

区文化室、龙潭文化室、咸田文化站、侨港镇文化站。街道也于 1983 年分别建立了文明

路文化室、中街文化室、前进路文化室等基层文化组织。当时这些机构有固定的活动场地，

文化设施较完善，因地制宜地开展活动；特别是重大节日，各种形式的群众文艺活动更为

活跃。

北海市开放以来，随着开发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市文化工作者勇于拓展创新，文化设

施加以改建完善，活动项目丰富多样，名星及优秀团体到来献演频繁，与国内外文艺交流

增多，给北海文化艺术事业带来一派兴旺繁荣景象。特别是 1991 年的首届北海国际珍珠

节；1992 年的珍珠城风情系列进京展演；1993 年的第二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在市党委和

政府的领导下，文化局领导及有关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演（展）出活动方面，从策划、编导

到组织、排练、演出，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饮誉京华及海内外，为提高北海知名度，

弘扬珠乡文化，写下光辉的篇章。

四十多年来，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化行政领导机构几经更迭：先后由文教科、文教局、

文化科、文教卫生部、革命委员会文教小组、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直到 1981 年 3 月才改

为现名：北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这些行政机构，共有 26 人先后担任领导职务。现在文

化局有局长 1人，副局长 2人，下设 1室 5科。二层机构有：艺术研究室，文艺创作中心，

书画院，展览公司，珍珠艺术博物馆，文化市场稽查队，文化艺术实业总汇。下属事业单

位：群众艺术馆，图书馆，粤剧团，歌舞团，青少年儿童图书馆，文物管理所。下属企业

单位：市电影公司（含人民电影院、滨城电影院、新桥电影院、地角电影院），新华书店。

下属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演出公司。文化机构和设施日臻完善，从业职工干部共 367 人，

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

北海市的大开放、大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