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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

一

欣逢盛世，．修志伊始。 ，

～根据上级指示，本局于1986年6月筹备《宜春

市文化志》的编纂工作，成立领导小组与编委会。

两年多来，在市志办同志们的指导下，赖编委会诸

位同志，志同道合，辛勤耕耘，宜春市第一部《文

化志》编印出版了，这的确是一柱大事，好事。、可

喜，可贺1

宜春历为江南名郡．赣西重镇．文化古城。自

古为文章节义之邦，文化艺术，在历史上熠熠生辉，

蔚为大观。唐宋而后，文风昌盛，名贤辈出，名著迭

现，为江南瞩目；其繁盛局面延祚f于明、清。如东

汉名士袁京，其高风亮节，为时人景仰。唐会昌年

间，宜春文人卢肇、易重，京试夺魁，蝉联状元，

黄颇号称宜春才子，，其他如陈重，彭构云、郑谷，

袁皓，王毂均具文采风流，极一时之盛。宋代彭俞

名气最盛，著述尤多。明代袁继成抗清扶明，壮烈

殉国，大义凛然，其事迹已载入史册，为人传颂。明
1



初的理学家、藏书家张自烈及其弟张自勋著述

。唐史二百年中，宜春御科进士65入。全唐诗

首，宜春文人诗作有六百首之多，流风遗韵，今

鉴。’三十年代初，作为革命根据地红色土地上

春。苏区文化一，出现激越昂扬的独特风姿。

民党统治时期，百业萧条，文苑荒芜，只是抗

众文化曾一度蓬勃兴起，而绵延时短．进步文

术渴望着赖以复苏的春天。

建国以后，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一方针

着人民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市(县)委

府的领导下，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披荆斩棘，辛

耘，文化艺术园地阳光灿烂，百卉争妍，呈现一

然生机。然而靠文化大革命一十年浩劫，斫枝

。致使宜春文化艺术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许多

单位被解散，一些艺术资料被烧毁，大量图书、．

遭毁损，大批人才受摧残。历历往事，至今令

到心痛．
i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旭日东升，

春光烂漫。文化-2；术z作者心情舒畅，文化事业重
2



● ●

●_
-。

新吐露生机。改革、开放给文化艺术带来繁荣发展

的多彩的春天。新老文化艺术工作者，经过数年的

共同奋斗，宜春的文化事业终于出现了繁荣兴旺的

新局面。
．

，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未来锦绣前程美。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始，进步文化已有68午

时间，社会主义文化，从建国至今，也有38年的历

史了。数十年来，宜春文化事业的历程是崎岖的，

斗争是艰辛的，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如今能把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文化发展的史料收

集、整理出来，加以研究，总结，并如实记录，汇

编成册，这对于继承革命文化和进步文化的优良传

统，提高文化队伍的精神素质； “以史为鉴”，更

好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

方针，对于争取文化事业的更大繁荣，无疑是极具

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的。

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分机构队伍、文艺创

作．戏剧，电影、群众文化，图书发行，图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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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文物名胜八章，计35节，凡24万字。事皆求

实，文堪副质。溯古及今，权衡轻重，当书者无不

记，集文化之大成，聚苑艺之硕果。

诚然，宜春山川秀丽，自古人杰地灵，名闻遐

迩。但愿《文化志》的问世，能为赣西文化古城

一一宜春焕发出新时代的青春光华，让社会主义文

化之花，．万紫千红开遍宜春大地，开在人们心坎

里!
．

胡来秀

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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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凡 例 ．

I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而成，“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载宜春文化事业的历史和现状j㈡以

市文化局所管辖的文化事业及市文联的活动为主；’

地区文化事业单位及其业务活动-9本市有密切关联

的事件，择要记载，以体现其区域性。 一

三、本志各章、节采取“横排f-j类、纵述史实”

的方法编写，。上限依照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的脉络，

追溯到可以追溯的年代，下限断在1987年。

四、本志主体部分共列八章，35节。为叙述清

楚，有的节分解到目。序言，概述、大事记置于志

首。

五、本志内容搿统合古今，详今略古”，重点

叙述建国后文化事业的发展变化和成就，突出时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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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的情况，采取分
』

，兼用述、．记．传、

录插入有关章节中，

语体文和国家规定的

，朴实、简洁。在年

注明公元年号，省去

”原则，以事系人，

档案，图书、报刊和

分是经核实的l：t碑资



概 迷

宜春市地处赣西，居袁河上游。这里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历

史悠久，文化昌盛。昔为历代郡，路，府所在地，是赣西著名的文

化古城，今为宜春地委，行署驻地。是宜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建国以来，宜春的文化事业发展迅速，现正开创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的新局面。
’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自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

建县至今(1987年)，已有2188年的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宜

春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 ，jj．

自古宜春文化昌盛，名贤辈出。自东汉至清末，有集部著述

的宜春名贤计有104人，有著述252集(包括经，史，子，集各

类)，其中有出于名士，状元，诗人，学者，民族英雄，理学家之

手。今择其要者，以朝代为序，简而述之。

东汉名士袁京(公元69一142年)，字仲誉，初任郎中，后出任

蜀郡太守，他一生清廉，是古代节义名士，人称袁高士。离任后，

退隐宜春袁山，集贤讲学。 ，

唐代宜春御科进士达65人之多。唐会昌三年至五年，宜春曾及

第两个状元，驰名全国。一是卢肇(817—881年)字子发，号文

标，祖居文标乡(原属宜春县，现属分宜县)。少时家住秀江北

岸，笃志好学，读书卢洲。会昌三年(843年)京试夺魁，为江西

第一个状元。任过著作郎、集贤院学士等京职，后出任歙州、宣城，池

州、吉州刺史。他擅长诗文，以《海潮赋》献上，受其褒奖，声振

海内。著作有8种计30卷。一是易重(806—872年)，字鼎臣，温

汤乡九联坊人。唐会昌五年，初试进士第二，内廷复试，升为第

一，为江西第二个状元。官至大理寺评事，著文千余篇·蜚声文

l



坛，名噪一时，著有《诗文集》。晚唐名诗人郑谷(848—911年)，

字守愚，宜春渥江乡人。唐光启三年(887年)进士，曾任郎中等京职。

因《鹧鸪》一诗传诵海内，人称“郑鹧鸪”。后退隐家乡，潜心于

诗文创作，作诗一千多首。其时僧人齐己，曾以《早梅》诗请教郑

谷，有句云：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将“数”字改为

“一”字，对突出“早梅”主题，有点睛之妙，世人因称“一字

师”。著作有三部共计T卷。唐代宜春还有彭云(又名构云)，彭

蟾、袁皓，黄颇、王毂均颇有名气，博学好著述，擅长诗文。

宋代推彭俞名气最盛，字济川，少时隐居集尼峰，致力于《易

经》研究。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后拜朝散郎。著作有

15种计273卷。

明末被誉为文天祥式的民族英雄袁继咸(159811646年)，宜

春寨下横塘村人，字季通，号临侯，文武兼备。明天启三年(1623

年)中进士，官至三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士(中央监察

官)，后为总督湖广、江西、安庆、应天军务封疆大史。著作有9

种计17卷。清兵入关后，力主抗清，后被叛将左梦庚(左良玉之

子)骗入军中，不幸被俘。清廷屡次劝降，威逼利诱，袁坚贞不屈。

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二十四日，于北京三忠祠前慷慨就义。

一明末清初理学家、藏书家张自烈，字尔公，号芑山，宜春北厢

上水关人。博学多才，累征不就，著述甚多。清兵入关后，奉母避

于庐山五老峰下讲学。著作有《芑山文集》、《朱子通鉴纲目》、

《四书大全辨》，《诸家辨》等48种计54卷。其弟张自勋也颇有文

才，致力哲理研磨，著述11种。其他还有明朝的袁业韶、刘世华、

袁业泗及清代的袁锡光、陈鸿章均有名，且有多种著述传世。

宜春山川秀丽，胜迹增辉。市区有宜春台、昌黎书院、古城

墙，鼓楼、化成岩寺、文庙、报恩寺等古迹犹存。古李渠尤为著名。

历史名胜，以古八景为著。此八景是：春台晓Et、化成晚钟，

钓台烟雨、卢洲映月、袁山耸翠，南池涌珠，仰山积雪、云谷飞

瀑。

宜春的古迹名胜和秀丽山水，曾吸引众多历代名人学者前来采

8



芳探幽，争相咏赞。唐，宋、明，清不少文豪名家，如李白、柳宗

元，刘禹锡，文天祥、朱熹、黄庭坚、汤显祖、王守仁、方孝孺、蒋

士铨等均为宜春题诗、撰文，作赋。啻代大古文家韩愈任袁州刺史

后，诗赞宜春日： “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唐宰相李德裕贬

官宜春时，诗赞宜春仰山“懿灵山之岑寂，宴珍禽之所依，何文章

之英丽，信羽族之所稀⋯⋯”。宋朱熹也称道： “我行宜春野，四

顾多奇山”， “上有青葱林，下有清冷湾”。《袁州郡记》称宜春

为“湘闽孔遭，江右乐土”。 -·

宜春民间艺术，历来丰富多彩。“三星鼓”历来是宜春市独具

特色的曲牌音乐。凡乡中婚姻丧事，都得雇乐手鼓吹弹奏，喜则颂

鸾和之曲，哀则奏角羽变征之声，这就是宜春流传甚广的民间“三

星鼓”各曲牌器乐。还有宜春评话、春锣等说唱音乐。其次，有袁

河锣鼓戏剧种，为宜春独具特色的剧种，渊源已久。其三，是宜春

农村流传较广的民歌，民舞。其它诸如灯彩，游艺，雕塑、油漆，

绘画、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之花，绚丽多彩，无不闪耀着古老文

明的灿烂光华，至今仍流传甚广。 。

·

／

中华民国时期。三十年代初，新文化源源输入，红军点燃的土

地革命之火，在宜春已熊熊燃起，宜春古城进入新旧交替的变革时

期。其时，群众性的业余音乐社团产生了，风靡一时的宜春商民音

乐社和人民俱乐部先后成立于1931年和1933年，前后绵延十余年。

民国26年(1937年)1月2日，由裕民银行职员倡导组织的平剧

(即京剧)研究社成立，学演京剧，或聘外地名师来宜春演出。

， 抗战初期，抗日群众文化宣传活动蓬勃开展。1939年4、月上

旬，宜春县抗战后援会成立战地宣慰工作团，与江西青年服务团抗

战演剧第九队协作，上演了当时流行的宣传抗战的活报剧和歌剧。

1943年，抗战硝烟弥漫，寇炎方张。T月，由宜春乡村师范教师彭

一叶组织的业余艺术社团一一“激流乐社”脱颖而出，入社的达80

人。编印了油印小报《激流乐讯》。1943年5月4日，宜春县成立

9



3月，宜春县人民政府设教育科。1951年改为文化教育科兼管文化

工作。1950年4月1日，原县立-实验民众教育馆改为宜春县人民教

育馆。1952年T月更名宜春县文化馆，设阅览室、游艺室，还办了工

人夜校和业余剧团。其时相继成立的军分区文工团和袁州专区文

工团，积极配合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文艺宣传活动。1950年T月，袁州专署接管私商开办不久的大华电影

院，改名为袁州文教电影院。1952年又更名为宜春文教电影院。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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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宜春县举办“镇反、土改”展览。1952年间举办了抗美援朝与

形势教育展览。这些革命文化宣传活动，在发动群众，开展对封建

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6月，文化教育科改为文

化教育局。至此，宜春县诸文化事业，如文艺创作，电影，戏剧，

群众文化，图书发行与藏借均相继建立了机构，有了活动场所，改

善了设备，使各项文化事业得得了迅速发展。是年，配合农业合作

化运动，县地方剧团演出《两兄弟》、《不能走那条路》，《人往

高处走》，《金色的道路》等现代剧目。其时，宜春范围内先后有

业余剧团254个，其形式以三角班为主，还有汉剧，花鼓戏，采茶

戏，湘戏、话剧等。

1958年“大跃进”开始，一时浮夸之风遍及城乡，不少公社纷

纷成立农民文艺学院，共达17所之多，大多数有名无实，唯洪塘公

社音乐学院为半农半艺新型农民学院中之佼佼者。这个学院有学员

62人，在较短时间内，排演数十个自创或改编的民间剧目，两年间

在城乡演出近300场，先后出席县会演4次，专区调演3次，省调

演2次，均获得好评，闻名全县。1961年10月解散。

1959年11月，县文教局、文化馆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

出新”的文艺方针，掀起了群众文化活动的高潮。1960年，大部分公

社成立了文化站、文工团和创作组，部分生产队有了俱乐部，文艺

组等群众文化组织。文化工作一度出现了普及的良好形势，但终因

经济力量不足，无设备，无专人负责，免不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未能得到巩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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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

破坏，县，镇文化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县，镇文化系统各部

门多数干部，职工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宜春县城掀起了横扫四旧

(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妖风，对祖国文化遗产

肆意蹂躏，全盘否定，借破“四旧?I之名，大肆破坏历史文化遗

产。大部分图书馆(室)藏书和私人藏书遭到严重损失，一些剧团

的古服装和遭具遭到烧毁，一些古建筑被毁坏。其时， “造反派”

所组织的宣传队，曾喧闹一时，它们在城乡蜂起，杀气腾腾冲上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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