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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是经济、政

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编纂

大业，目的在于揭示规律，总结

历史悠久，物产富饶，文化

昌盛，人才辈出。这里的人们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生活，

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生活．《奉新县文化艺术志》为本县

有史以来第一部文化志，它虽然无法包括文化的全部内容，‘

但这次成书，却丰富了文化遗产的宝库，追忆了文化繁荣的

渊源，展示了文化振兴的领域，无疑是一件意义深0远的好

事。
：

奉新，有今古城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诱人遐思

的众多名胜古迹I有刘慎虚、袁去华，阴幼遇、宋应星等闻

名古今中外的文化巨人I又有中国佛教“禅林清规，，的发样

地——百丈寺．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4 O年，摆脱了旧制度羁绊的奉新人

民，用勤劳和智慧开辟了物质生活新天地，．继承中创造了熠

熠生辉的新文化。县城文化娱乐设施日趋完备，文化馆、图

书馆，纪念馆，书店，影剧院各呈风姿，接纳着众多的渴求

者I乡镇文化站(室)、电影院(队)、录像放映点、图书

(柜)店吸引着求知，求富，求美，求乐的新时代村民I群

众文艺团体有如雨后芸芸春笋，文学艺术创作硕果累累，遍

¨譬’_卜卜l，

～0r。■，

l■¨}o_跌t

k纵t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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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原则上起于建国初期，下限止于1990年．

二、本志力求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上基本统一．

三．本志立文化组织机构、群众文化，戏剧、电影，图

书，图书发行，宋应星纪念馆和文物管理所，文物古迹，人

物传表著作目录共九章．另附大事记及有关文件若干．

四、本志文体以志为主，兼用述，记，传、图，表，

影、录等文体．记叙采用语体文，分章，节，目三层。力求

行文朴实简洁，流畅通顺，据事直书，让事实说话，叙而不

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五，本志重点记述建国后文化事业的发展变化和成就，

突出本县和行业的特征． ，

六，本志历史纪年的统称，1949年10月1日前称口建国

前一，后称“建国后"．建国前以朝代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

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一原则，贯彻以事系人，叙事

见人1人物称谓直书姓名，本县文化名人等可立传，外籍在

本县工作的文化名人，因调离本县而卒于异地则不立传．

八，本志资料大都来源于档案，图书，报刊和有关单位

提供的史料． ．

筐盛吐气．二 3■盈



概 述

。

奉新，自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l 5 4年)建制至

今，已有21,JO多年的历史．会埠乡车坪树狮子脑遗址．赤岸

乡今古城遗址，罗市乡竹溪村乌龟山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

新石器至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藏溪、黄抄港和南潦两

岸进行耕耘劳作．生养栖息．在历史的长河中，奉新人民以

自已的聪明才智和勤劳俭朴，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灿烂

的文北生活．大批石器，掏器，铜器出土文物．百丈寺．大

成殿，．万年富牌坊古代建筑，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周治

葳《奉新县志历相传的民间文学，工艺。谚语等宝贵文化遗

产，都证明奉新是一个文化源远流长的地方． ·，

奉新文化事业，随着社会的变革，·在鸦片战争后至辛亥

革龠前半个多世纪中，虽然发展较为缓慢．但是反帝反封建

的人民佳表现甚为强烈。打倒列强，反对侵略的热潮一浪高

一浪。记述着时代特色的文学，：民歌，戏曲不断涌现’城乡、

之间，不少班社大量演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小戏，个体

书摊不仅出售古籍，同时也发行式杂字，，鬈增广玲和《三

字经秀等读物，群众渴望增长文化知识．

；。．辛亥革命结柬了封建帝制，奉新入民破除封建陋习，倡

导文明，男剪发辫，女放缠脚，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鞠均

年本县在南昌就读的青年学生帅功，徐树庸，宋立侠等．参

加了口五四一爱国运动，县立高级小学和私立小学师生举行

游行示威，高喊口打倒帝国主义膏，泓打倒卖国贼一和。抵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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