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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凿纪5 0年代以来，在南昌地区历次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古文化遗址
5 9处，其中1 4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表明，随着5 0 0 0年前本地原始居民点

的形成，原始文化即开始出现。其后，约4 0 0 0多年前，相传为黄帝音乐大师的洪崖，来

到今湾里区境内的西山修炼直至寿终，后人为他留下纪念景物“洪崖丹井石刻，，。古文化遗
址中的3 0多处商周时代遗址及其出士文物则证实，至少在3 0 0 0多年前，本地已开始制
造印有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的陶器：到了2 5 0 0年前左右的春秋战国时代，本地文化更日

渐与中原文化融合’孔子学生澹台灭明的墓葬，原来就在今南昌二中校园内。汉高帝5年(

竺蚕蔓弓0．2年)正式设置豫章郡和南昌县后，本地更日益成为“江南昌盛之地’’，随着封
警经挲的发展，封建文化也不断发展。1 9 7 3年在东都贤士湖南畔发掘的1 3座西麦墓
宝，尝二E文物不仅有陶器、锕器、铁器，而且有象牙、玉器、滑石器，其中—件牙雕舞女萄
饰，是当时本地工艺美术和舞蹈艺术水平的见证。至于建城以来的前贤先哲，从茵汉梅福、
煮汉堡孺于犁东晋许逊，不仅至今留有“看书观景磊"、孺孚亭、西山玉隆万寿宫等纪念景
物，而且有窭多流传于民间眵歌谣和故事，记叙他们的人品、才华与业绩。唐代以来，公元
6 5 3年始建的滕王阁，当时就被誉为矗歌舞之地”，到了6 7 5年王勃作《滕王阁序》后，

便．：『誊以粤名，阁以文传"，引来后世名家荟萃、人文鼎盛，历代文人学士登阁所作诗赋仅
目尊收謇的就达，1 3 0 0多篇(首)，有关滕王阁的绘画、书法、篆刻、碑拓等也都萏署二
篓善杳珍品。也正因此，到南宋时，雕版印刷开始盛行，文人结社、楼阁藏书逐渐兴起，至
明代获得进一步发展。明洪武初年(1 3 6 8年以后)刊刻的朱元璋第十六子朱表薪囊k矗
鉴博论))，万历十三年(I 5 8 5年)又在南昌重新刻印。明天顺八年(1 4 l 6年)修造

的江西布政使司黄册库(‘早期的档案馆)，储存着大量的版簿、赋役黄册。万历年间在南昌
结立的豫章社，聚集着江西1 3府的文人墨客。同期，1张位在杏花楼内设q闲云馆"，藏书

万卷，并与其弟子汤显祖等吟诗著书，结立“杏花楼社”。明末清初隐居南昌的八大山人朱

聋，更开创一代大笔写意画新风，至今在中外美术界影响深远。
1 8 4 0年至I 8 4

2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资本主义的

文化开始在南昌出现，同时传统的封建文化也继续发展，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 当

时，外国教会及所属的各种教派组织，先后在南昌建造I 2所天主堂、福音堂、耶稣堂、礼
拜堂等教堂。而当时历任江西巡抚，则在I 8 4 8年、I 8 7 2年、1 9 0 9年三次重修滕
王阁。1 8 6

3年，江西官书局在南昌刨设，其刻印的木板书籍享有“江酉版”盛名。清代

末年、民国初期，一些早期戏台在南昌建成，并开始有京剧科班演出I近代民族资本创办的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先后在南昌建立分馆和分局。I 9 I 1年，胡总敬在北京辞官携
藏书2 O万卷定居南昌，在东湖边建“退庐图书馆’’，后藏书增至4 O万卷，并对外开放，供

人阅览，同时主持编辑和讨印《豫章丛二晦))7 5 9卷。1 9 l 4年，外国教会首次在南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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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无声电影短片。l 9 1 8年7月，江西省立通俗图书馆建立，成为南昌最早的公共文化机
构。

1 9 l 9年‘‘五四’’运动开始后，特别是1 9 2’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南昌进入新文

化运动的新时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从此如现，同时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割

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也随着近代和现代文明的进程继继发展。从“五四’’运动到1 9 2 7

年‘‘八一”起义，最初由进步青年发起，然后在中共南昌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创办《新

江西》、《红灯》等进步期刊和南昌文化书社、明星书社等进步书刊发行机构。北洋军阀政府

所辖省教育厅创办的江西省公立图书馆，也予l 9 2 2年1 1月在南昌正式开放。l 9 2 6

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南昌正式设市，商业逐渐兴l}￡，娱乐场所增加，地方戏。三角班”子
l 9 2 7年进入市区，以最大小戏院发展到近2 0所，新的书店、书局也纷纷涌现。。l 9 2 8

年3月，国民党政府创办的群众文化事监机构江西省立通俗教育馆(后改为民众教育馆)在

南昌开馆。1 9 2 9年，由商团经营的电影放映酋先售票开业。1 9 3 0年5月，在“左联劳

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影响和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江谣文艺作者联合会在南昌宣告，成立。

1 9 3 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南昌音乐界的有识之士为振奋民族精神，予1 9 3 3年

3．月倡议成立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并附没戏劂组，使南昌的音乐，戏剧事业得以兴

起。l 9 3 7年“七一匕’’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南昌出现许多抗日救亡宣传文化团体，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歌咏、戏剧活动，

《妇声))、《青年团结))等革命刊物和生活书店南昌分店、江西大众文化社等进步书刊发行

机构先后创办，如火如祭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一宜持续到l 9 3 9年3月南昌被目军侵占

前。

抗日战争时期南昌沦陷日军铁蹄F 6年半中，影剧院，书店和各文化团体大都撤至赣南

或邻近省、市，南昌仅有一家日军开没的专供弦伪观映的电影院，敌伪为加强思想统治，

l 9 4 O年发行过《南昌青年))月刊。

l 9 4 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外迁的文化机构陆续迂回，南昌的文化事业有所恢

复。但是不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文化经营维艰，到I 9 4 9年5月2 2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昌时，市内仅有l 2家破旧影剧院(大多为私营)，两所省、市民众教

育馆，一所藏书不足1 0万册的江西省公立图书馆，3 4家小书借，留下的档案资料也极不

完整。

南昌解放以后，中共江西省委和南昌市委、江西省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在领导恢复发展南

昌经济的同时，立即着手改造和建设南昌的文化事业。在l 9 4 9年至i 9 5 2年的恢复时

期，普遍建立市、县、区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新建、改建3座国营电影院和剧场，实现电

影发行国家经营、统一渠道，建立第一?个专业出版机构和以省、市新华：8店为主渠道的图书

发行系统，部份机关档案室在解放初期就建立起来。在l 9 5 3年至l 9 5_年的国家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南昌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新建改建南昌市工人文化官、江西艺术剧院等

5座影剧院和文化活动中心，并成立南昌市少年宫，大量建立基层俱乐部和图书室，基本

完成文化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统一经营或公私合营’政府文化主管机关南昌市文

化局和江西省群众艺术馆也于l 9 5 6年正式组建．1 9 5 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和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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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年暂时经济困难，虽给予文化发展一些不利影响，但从I 9 5 8年至1 9 6 6年，全市

仍新建重建5座影剧院和南昌市图书馆，江西省博物馆，正式成立江西省档案馆、南昌市档

案馆、各县档案馆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殛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组建江西电影制片厂、南

昌市群众艺术馆、南昌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及各县电影放映管理站，仅城区和郊区就试办

2 9个文化室，工厂企业、大专院校的俱乐部、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也大量增加。l 9 6 6年

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已具规模的南昌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群众艺术馆、文化馆、

图书馆和文物博物机构、档案馆等都被撤并或封闭，大批文化工作者受到打击和迫害，大量

精神产品和文化活动被诬为“封、资、修黑货"遭到禁锢，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社会

文化生活一片萧条。直到l 9 7 6年结束1 0年动乱，本市文化事业才得以解除禁锢、逐步

复重生并走向新的繁荣。

1 9 7 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指引下，

经过拨乱反正，南昌文化进入长期稳定发展的新时期，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7年来已取得长足进展。省、市群众艺术馆，1 0个县、区、镇文化

馆，l 4 0个乡、街文化站，1 2 0 1个村和居民委员会业余文化室或俱乐部，组成全市普

及的群众文化网络。省、市、县、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3 9 8个电影放映单位，1 9 8 5

年平均每天放映电影2 5 7场}电影创作和制片机构从无蓟有建立起来，并编导制作出一批

故事片。全市剧场、电影院、影剧院发展到6 2座(其中城区2 0座)，工人文化宫、少年

宫均新建高层活动大楼，并有现代化的南昌文化会堂、青山湖影剧院和地下青年宫正在加紧

建设。市内出版社发展到4个，市新华书店的图书销售额由1 9 7 8年的2 9 4万元增加到

l 9 8 5牟的：1 2、0 6万元。县，区公共图书馆已普遍建立，各类博物馆、展览馆发展到7所。

省、市，县、区1 1个档案馆到1 9 8 5年共有馆藏档案3 6 7 3 1 9卷。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发展，一个门类众多的文化市场正在全市城乡迅速兴起，政府对文化市场的引导和管理

日趋完善。这一切，都为活跃本市城乡人民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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絷一章群

第一节历史概况

源远流长的南昌民间文娱活动，从古至今，代代相传，不断继承、创新和演变，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仅l 9 7 8年至l 9 8 3年在市区和南昌、新建2县民弦普查中，即收集山

歌、号子、风俗歌、小调、摇儿歌、灯歌、生活音调、宗教音乐等各类民歌5 2 9首，其贫

布地区、歌词内容表明，群众自己演唱歌谣早已成为本市城乡极普遍的一种民间自娱活动。

近年统计，9个县、区共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2 3 0 0 0多件，采集民闻歌谣8 1 0 0

多首，收集民间谚语3 l 0 0多条。在近年搜集的9 6个民间舞蹈中，新建县的《盘门舞》

已产生1 6 0 0多年’《蚌灯舞))予明来清初由青云谱万村村民编成和首先表演；南岛县的民

俗舞蹈《祭轿))、安义县的民间灯彩《三伢子玩灯》，也在清乾隆年间(1 7．36一一1795年)

就已兴起和传入，进贤县的民间灯彩((泼蛇灯》，则在清同治四年(1 8 6 5年)源予该县

二塘乡厚源树。‘清代诗人宁之摸的一首《两江竹枝辞》，表明唐宋以来滕王阁上歌舞不绝、

戏剧不断的热闹景象，至清代已扩展到附近赣江游入密集处，诗云： “滕王阁下木兰舟，远

笛声声渡水流，喜和洋琴歌一曲，弋阳腔调豁新愁。"传统的民间文娱活动多在节I：：：j和喜庆

日进行，春节的锣鼓演奏，元宵的耍龙灯、采莲船，三月三或四月八的祭神演戏，端午龙舟

竞渡，中秋赏月吟诗，以及新婚的贺郎歌，寿辰、升迁的“跳加官”等等，都早为人们所喜爱。

1 9 l 9年“五四"运动以后，南昌开始了新群众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1 9 l 9年5

月25日成立的南昌学生联台会予1921年初恢复活动后，即以创办平民教育为一项重要任务，

至同年7月，全市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组织的平民夜校先后开学，吸收劳动群众参加文化学

习。l 9 2 3月1 1月，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本市成立，陶行知奉=l匕京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之命

来本市参加成立大会。1 9 2 6年l 1月，北伐军光复南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很快就广

泛传唱《革命军克服南吕十杯酒》、《新趣革命十杯酒》两首革命小调。1 9 2 7年8月1

日南昌起义后，群众中又广泛传唱革命小调《八一起义》。l 9 2 8年3月，国民党政府剑

办的江硒省立通俗教育馆在南昌成立(后改名省立民众教育馆)，开设书报阅览，开办平

民学校。l 9 2 9年4 jj，中国共产党在市合群印刷所组织铅印工人俱乐部．1 9 3 0年5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本市进步学生和社会青年成立以开展普罗(即无产阶级)文艺运

动为目的的江西文艺作者联合会。

“九一八’’事变以后，南昌的新群众文化运动){：始以抗E{救亡为主要内容。l 9 3 2年

元旦期间，心远中学、jL业职业学校、助产学校、葆灵女校等校学生分别举行游艺大会，表演

抗日爱国的戏剧节翻。l 9 3 3年3月，南昌音乐界倡议成立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

“办理编辑审核宣传指导谬查采集等事"，并“与省会各机关复联合组织一江西省会民众娱

乐指导委员会”。1 9 3 6年，南昌学生救亡读二档会利用市政府俱乐部名义组成《臣浪》剧

社，子1 0月阀在中flI纪念堂公开演出“汉奸的予孙》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予》等；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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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教育馆也在这年筹备组织民众摄影研究会，举办民众讲演竞赛等。1 9 3 7年9月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南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当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国民党省教

育厅出面组织的省乡村抗战宣传巡迥工作团在南昌成立，街头处处出现抗战的标语，听到抗战

的歌声。1 9 3 8年元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出面，以省政府名义成立江西省青年救国服务

团，2月，新四军军部成立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们分赴全市大街小巷、工厂商店演讲、演

戏，教唱抗战歌曲，在工人中组织各种夜校、歌咏队、宣传队等。不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设在今，，＼一轿附近的大巷日码头：t人俱乐部成立，几百名码头工人每到晚上就聚集在俱

乐部学唱抗战歌fliI，上夜校识字。同年2月2 6日，南昌市抗战歌咏协会在湖滨公园(今八

一公园)举行成立大会，3千歌手高fI玛《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f}}f，6千观众随声合唱，会

后举行规模盛大的歌咏游行。3月l 7日，青年救国服务团一大队在豫章公园(今中山堂)

举行规模更大的歌咏大会，会后5千多：E人、学生、市民歌咏大游行，离唱2 O多首抗日歌

曲，行人自动加入，歌咏游行队伍不断扩大到2万多人。5月3 1日，+全市学生、青年联合

举行拥护抗战建国宣传日，6月1 1)_il至3日在湖滨公园音乐堂公演抗日话剧和歌}|扛，6月1 7

日，青年救国服务团在豫章公园集会并举行歌咏漫画大游行。l 2月，南昌孩子剧团、南昌

儿童救国会战立，开展演剧、站岗、救护伤兵、捉汉奸等活动。

1 9 4 5年9月3日，日本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哨息传到南昌，全市一片欢腾，汽

笛长呜，。礼炮轰晌，群众自发举行庆祝胜利大游行，鞭炮声，锣鼓声彻夜不息。当月，省立

实验民众教育馆(1 9 4 0年由省立民众教育馆改名)等社会教育单位由赣南迁匮南昌。
l 9 4 6年春节至元宵，全市大耍龙灯、狮子灯、蚌壳灯和彩莲船，歌舞之声不绝于耳。这

年8月。市立民众教育馆在介石公园(今八一公园)成立，1 O月组成南昌市民间艺人协

会，分设说书、省剧、魔术三个组，开展民间艺术演出活动。l 9 4 7年3月，全市美术展览

展出作品2 0 0余仵；同时，全市美术教师、书画家及中小学生代表5 0 0余人举行第3届

美术节大会，并举办中小学生绘画竞赛。7月，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设立胜利纪念室，展出

抗日战争巾缴获的日军飞机两架及其他战利品供群众观看。此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

内战，国民党办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组织活动，越来越带有明显的反共倾向。1948年2月，省

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为举办第5届戏剧节和庆祝中山堂落成组织戏剧公演，演出收入均捐献给

。省勘乱建国动员委员会”。9月，该馆组织人员赴疆山万寿宫实施香期社会教育，在沿途

竖立多块反共标语木牌。1 0月，市立民众教育馆组织的民间艺人协会，也区宣传反共有

功，受到鼻省勘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王枕心主任嘉奖"。

然而，在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进步的群众文化活动，仍与南昌人民反饥饿、

反迫害、迎解放的斗争紧密配合不断开展。l 9 4 6年，中正大学即出现政治经济研究会、

海燕读书会等1 0多个进步社团。1 9 4 7年，进步的群众戏剧活动在全市各学校都很活跃，

南昌师范社师部演出《朱门怨》，中正大学学生演出《雷雨))，中正医学院学生演出《孔雀

胆》，女子中学学生演出《锦绣河山》等。1 9 4 8年，工业：孥科学校学生组织生活读书会

和“大家唱"歌咏队，奄孑中学学生出刊《夜光》壁板，鼓舞群众起来进行斗争。l 9 4 9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许多革命歌曲和秧歌舞传到南昌，各大中学校学生在成立

‘‘应变会"的同时，组织歌咏队、秧歌队，秘密练唱《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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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放区的天》、((我们的队伍来了》等歌曲，练跳秧歌舞、腰鼓舞。

l 9 4、9年5月2 2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锵放南昌。5月2 3日一早，各个学校的

宣传队涌上街头，表演秧歌、农作舞、民族舞欢庆解放。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

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举行入城仪式， “走，跟着毛泽东走!”的宏亮歌声和欢呼声、鼓掌

声、鞭炮声汀二成一片，震耳欲聋。7月l l、l 2日，南昌市业余音协合唱团在中山堂举行

“七月音乐会”，演唱《黄河大合唱》、《这是人民的世纪》、《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

曲。9月2 1日全国政协开幕，数十支秧歌队、腰鼓队在市区和郊区表演庆祝，到处响起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声。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活动

1 9 4 9年l 0月2日下午，省、市各界l 0万人在本市体育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诞生，数十支秧歌队、腰鼓队的表演和此伏彼起的革命歌声，使会场处处一片欢腾。表

演和歌声一直伴随着入夜的街头火炬游行传遍南昌城。

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三年恢复时期，全市群众文化活动以鞭笞旧制度、歌颂新社会为基本

内容，老解放区传来的艺术形式和本地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紧密配合经济恢复、社会改造

和抗美援朝斗争而广泛展开。1 9 4 9年l 1月，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文艺部结业学员，在南

昌公演大型歌剧《白毛女))、((Jfi：L泪仇》。1 9 5 0年元月2日，市总工会举行全市职工新年

联欢，l 5个单位2 5 O人上街表演注入新内容的灯彩、秧歌和文艺节目《新码头四季歌》、

(《一个解放的战士))，((兄妹开荒))等。元月2 9日，全市机关、学校、工厂5 0多个单位

文艺组织的成员举行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宣传大游行，表演戏剧、秧歌、腰鼓和歌曲。

l 9 5 1年2月，市文教局、市工人文化宫举办首届工人戏剧竞赛，3 6个单位、5 O 0多

人参加决赛，演出《杀过鸭绿江去》、《工人之家》等剧；8月，市总工会职工业余文工团成

立，团员7 0多人分为戏剧、舞蹈、音乐3个队。l 9 5 2年5月，省、市总工会和文联组

织1 4 0余人深入本市2 7个工厂辅导开展红五月工人文艺活动，并举办首次工人戏剧观摩

公演，演出的6 0多个节目中工人自己参加创作的占三分之一以上。l 0月，又组织全市第

二次工人文艺观摩公演，有2 2个工厂表演3 3个节目，其中8 0％是工人自己新近创作

的。当年，全市职工俱乐部已发展到6 4个，3个郊区也组织起6个农民业余剧团。

1 9 5 3年国家开始实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本市群众文化在“整

顿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指导下继续稳步发展。到1 9 5 7年底，工厂、农村俱乐部发展

到l 8 1个，其中郊区农村8 1个，业余剧团有5 7个，其中农村有2 8个。5年中先后举

行多次规模盛大的全市性群众文化活动。l 9 5 3年元旦、春节举行有2 3 0 0 0工人参加

的歌舞联欢晚会和3 5 0 0 0人参加的工人文艺大游行；1 O月2日万余青年举行国庆歌舞

大会。1 9 5 6年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5月5日在八一大道举行“万人集体舞会"，

参加者2 0 0 0 0人。自新中国成立到1 9 5 7年，已先后分别举办三届全市职工业余文

艺观摩会演、农村业余文艺会演、少年儿童文艺会演和四届职工业余文艺创作竞赛，1957年

5月并举办全市首届职工美术展览。

l 9 5 8年“大跃进"中，全市掀起群众性的歌谣创作热潮。据市文化局当年统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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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鬻垒掣尊雯8 7万余件， “歌声遍地，诗歌满墙，下笔成文，出口成章茹，既反映砉当时
掌众文化的蓬勃气势，也记录着“浮夸"风盛的历史痕迹。由于脱离客观条件提倡“文化大
暨及"，当年全市各种群众文艺组织据统计达到2 9 2 9 6个，实际上多数流于形式，无法

兄固。以后，随着国家出现暂时经济困难，群众文化经过总结经验教训，贯彻调整方针，重
行走上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继I 9 5 8年春节举办全市第四届农村业余会演，1 9 5 9、

960年春节连续两年喾苻孥业和业余会合的群众文艺和采茶戏会演之。后，全市掀起大

昌《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的群众歌咏活动热潮，鼓舞着广大群众战胜暂时经济困难。
l 9 6 2、1 9 6 3年春：宵，连续两年举行全市职工业余文艺交流演出。1 9 6 3年7月13
j，4 0 0 O余人参加的全市群众歌咏大会在江西省体育馆内举行，8月1 7日，@'771k i-：l-r

跫兵歌咏大会j 9月和1 0月先后举行全市社会青年、全市职工大唱革命歌曲表演会。经过
窿顿，到1 9 6 3年底，全市工厂企业职：亡俱乐部为2 7 1个，业余文工团、队2 0 2个，
定娱小组5 I 6个，创作小组9 9个。I 9 6‘4年3月，举行全市群众文艺创作节目交流演
岛I

7月，举行全市业余话剧会演；8、9月，举行全市职工首次业余革命故事讲演比赛，
当年全市共培养业余故事员8 0 0余名，全年听众1 0万人次。1 9 6 5年2月，举行全

商群众业余戏剧观摩演出；6月，举行全市红五月群众文艺创作交流演出；8月，又举行全

事孥工革命文艺调演，11月，本市喻惠兰、喻水根、殷庭佳、周佩林等4人出席全国青年业
尜又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l 9 6 6年初，全市群众文化活动仍很活跃，2月手工业系统举办职工文艺会演，5月

擎办红五月大唱革命歌曲比赛。但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群众文化组织央森被强令解
敦，大批积极分子被诬为“黑线人物"受到打击和迫害，大部分活动内容和形式被诬为“封

旖修黑货”遭到禁止，、丽代之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演4样板戏”等单调枯燥的
活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狂热过去以后，本市群众文化以单一的“文艺宣传队"

为组织形式，以宣扬“文化大革命”为基本内容，活动有所恢复!全市性的群众文艺演出，

藿1"1971、1972年的群众业余文艺调演，1973年3月的工农兵业余文艺会演，同年9月的专业

与业余会合和音乐舞蹈创作节目调演，1 9 7 4年1 1月的工人革命故事汇讲，1 9 7 5年

3、5、6月的农村、工人、中小学生业余文艺调演。但这些演出受到错误路线制约，明显
打下“左"的印记。特别是l 9 7 6月3月的农村革命故事调讲、5月的少儿文艺调演和群

众歌咏大会，都以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内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 9 7 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以后，本市群众文化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逐步从复苏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76
年1 1月、1 2月，广大业余文艺工作者连续举行文艺专场演出，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

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伟大胜利。1 9 7 7年7月、8月，连续举行工人业余文艺

汇演、郊区农民文艺调演、红小兵业余文艺会演，纪念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5 0周年a 1 9 7 8年6至8月，全市广大业余作者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 0周
年和南昌解放3 0周年，创作音乐、舞蹈、戏曲、美术作品7 0 0多件，小说、散文8 0 0

余篇。1 9 8 0年5月举行首届“-fi'花洲音乐会”，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共演出9台音乐

节目。当年并开创群众文化的横向联合和协作，。予8月举办《福州、南昌少年儿童书’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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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l 9 8 i年6月底7月初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6 0周年，举行专业和业余会合的第

二磷“百花洲音乐舞蹈节"和全市文化活动周，1 2月发起主办《南宁、南昌、福州、大

连、两安、话宁群众美术作品联展》。

1 9 8 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予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后，进一步开展群

众文化活动受烈广泛重视和支持。1 9 8 2年初，结合市区普及文化站，举办全市街道文艺

会演’l O月举办全市群众歌咏比赛，l 4 9个单位、4 5 O 0 O余人参加l l 2月举办第

三届“百花洲音乐节”，7 0多个单位演出近2 0 0个节目。l 9 8 3年9月，本市发起主

办南昌市、福州市、广州市、海酒岛摄影作品联展。l 9 8 4年5月举办青年集体舞表演，

8月举办第三翘“百花洲舞蹈节"，1 2月举办中学生音乐周。1 9 8 5年元月，．．举办南昌

地区业余歌手独唱比赛，2 9 O余名业余歌手参加角逐，春节期间，全市1 2 O多条龙灯活

跃在城乡各地，形成“酉龙闹春’’盛景，5月举办农民美术摄影作品巡展和全省首届少儿黑

白摄影大奖赛；8月本市代表队参加全省首届少年儿童艺术节，获奖31个，占全省获奖总数

2 0％，9月举办全市职工矗改革之眷”音乐会；12月举办诗歌朗涌大奖赛，12月下旬，本

市4个农民业余剧团参加在宜春举行的江西首周农民戏剧：宵，郊区农民业余剧团演出的南昌

采茶戏《借匾》获最好评价。除金市性的活动外，基层的群众文化活动也很活跃，I 9 8 5

年市群众艺术馆和各县、区文化馆组织各种文艺演出和故事会8 3次，各县、区业余文艺团

队演出2 5 5 3场。l 9 8 5年底，据各县、区统计、共有业余演出团、队188个、3 7 5 6

人，有业余创作组1 O 2个、8 3 1人。另据市总工会统计，全市工会系统有业余文艺团队

l 7 2个、3 8 l 8人，有业余文艺创作组4 9个、6 9 9人。

第三节事业机构

[江西省群众艺术馆]

l 9 2 8年3月，当时的省政府教育厅在本市官巷(今民巷)创办江西省立通俗教．育

馆。l 9 3 O年3月更名为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I 9 3 2年3月扩大机构，在警局前街

<今铁街)、城隍庙侧(今象山宾馆)设立第一、第二分馆。抗日战争时期南昌沦陷前，该

馆撤退到吉安、泰和。l 9 4 0年更名为实验民众教育馆。l 9 4 5年1月泰和失守前疏散

到兴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该馆子l 9 4 5年9月迁回南昌。l 9 4 9年馆内有工作人员

2 1人。l 9 4 9年5月南昌解放后，市人民政府接管该馆和市立民众教育馆，改造组成南

昌市第一、二、三人民教育馆。

l 9 5 6年6月2 0日，江西省群众艺术馆芷式成立，地址在百花洲2号，编制44人，

设编辑室、辅导室和办公室。l 9 6 1年下半年撤销。l 9 6 3年5月恢复，编制l 5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予l 9 6 6年l O月再次撤销。l 9 7 9年l 2月再恢复，编制2 7

人，地址在人民广场江西省展览馆后院。该馆1 9 8 5年设六部一室(编辑、调研，音乐和

舞蹈、戏剧和曲艺、美术和摄影、少儿工作部、办公室)，共3 9人。

江西省群众艺术馆为省文化厅所属辅导，指导和研究全省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事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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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该馆5 0年代组建“新歌合唱团’’、-工人合唱团”、_业余艺术实验队’’，深入厂

矿、量殖场辅导和演出。5 0、6 0年代举办歌舞、戏剧、美术和故事员等培训班lO余期。

6 O年代与省音协合编《革命歌曲一百首》、((援越抗美歌曲选》和《江西创作歌曲选》出

版。8 0年代，和省内六地市联合编印民间故事选2万余册，以及(《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势，

彩编剧))(戏屑资料)等，先后举办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摄影、戏剧、少儿工作干部

培训班3 2期，2 0 0 O余人次参加，组建。鹃花合唱团"，每两年举办一膈全省新故事词

讲，举办全省农民书画展览等。建馆以来，先后编辑出版《江两文艺》、《_=}_l：冈山画报))、

《江西音乐》、《鹃花))、《鹃花歌甲i》和《江西群文通讯》、《大文化》等刊物，《鸥

花》最大发行爨达8 0万册。

(南昌市群众艺术馆]

～1．沿革， 1 9 4 6年8月，隶属当时市政府的南昌市立民众教育镲，在介石公园(今

八一公园)成立(南禺市立图书锿附予其内)，设馆长、主任、千事、助弹千事共8人。南昌

解放后，市人民政府接收原江西省秒实验民众教育馆和南昌市ji2=民众教育馆，改造组成南昌

市第一、第二、第三人民教育馆，编制共1 5人，于l 9 4 9年1 0月开始工作。l 9 5 0

年8月，经过充实人员，调整扩大为南昌市第一至第五人民教育馆。1 9 5 1年6月，各馆

均改名为文化馆，不久按市区行政区划调整为4个馆，次年并在3个郊区设立3个文化站。

l 9 5 3年2月调整文化馆、站，成立甲等馆南昌市文化馆，编制l 1人，馆南l：设官巷(今

民巷)原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内}同时备区文化馆、站下放所在区人民政府管辖；1 9 5 4

年3月再次调憨文化馆、站，撤销市文化馆，7月在市文教局内增设3人负责群众文艺的组

织辅导’C作，奄1 9 5 5年春成立南昌市文化眼务队，编制4人，l 9 5 7年4月撤销。

南昌市群众艺术馆子l 9 5 8年l 2月经中共南昌市委文教工作部同意成立，但因为后

来国．家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筹建工作停止进行并宣布撤销，其工作任务由市文化局群众

文艺科承担。1 9 6 3年l 1月，经批准恢复南昌市群众艺术馆，编制8人，与南昌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合署办公，馆址在象山北路4 5号。 ‘‘文化大革命，期问，该馆予l 9 6 8年

底解散，一部分工作人员并入当年成立的南昌市毛泽东思想寅传站，1 9 7 0年8月改名南

昌市工农兵文艺工作站，先后隶属南昌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缀、文化组和南昌市文化教

育硒。1 9 7 3年2月起隶属恢复成立的南昌市文化局。该站设八一大道l 3 7号南昌市工

人文化害内，当时有工作人员9 0余人，包含原市文联、市群艺馆、市美术公司、市书画之

家，市工人文化宫的人员和业务。l 9 7 3年8月恢复市工人文化寓，部分人员分外；，该站

仍有6 5入，直至l 9 7 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 9 7 9年恢复南昌市群众艺术馆，作为政府部门设立的专门辅导、指导和研究群众文

化艺术活动的事业机构，仍隶属市文化局，工作人员5 4人(部分人员调出成立南昌市书丽

服务部)。l 9 8 0年馆址由市工人文化宫迁至第四交通路l 1 7号(今北京西路6 5号)

新建四层大楼内，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部分人员调出筹备恢复市文联，该馆工作人员减为

2 9人。l 9 8 5年，该馆设馆站工作部、少儿部、美术摄影部、编辑部、业余艺术学校、办

公室等内部机构，共有工作人员4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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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业务活动；民国时期的南直市立民众教育馆以“掌理社会民众教育事宜，，为
其职责。l 9 4 7年夏在馆前空地举办民众乐园，开设时事新闻广播、露天书报阅览、评话

说书讲座等活动项目。

新中国成立初的南昌市各人民教育馆及以后的文化馆，一开始就围绕社会教育、群众文

艺、图书阅览和科学普及广泛开展阵地活动和辅导活动。l 9 4 9年l 0月1日起在市内交

通要口行人汇集处设置2决立体壁报、7块黑板报，由专人负责经常更换新的内容。19 5 0

年起各馆开办市民夜校进行识字教育，参加者3 0 0 0余人．1 9 5 1年配合抗美援朝、土

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中心任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各馆组织控诉美蒋罪行大会l 4次，

有l 1 O O O余居民参加}开办两期文艺学习班，并辅导1 7个工厂的：l：人开展戏剧、音

乐、腰鼓等文娱活动l各馆的阅览室全年接待读者2 5 9 0 0 0人次。1 9 5 2年继续配合

中心任务举行晚会、街头宣传、幻灯宣传和各种展览5 0 0次，观众3 7 9 0 0 0人次。

l 9 5 3年市文化馆和各区文化馆组织各种宣传、展览、演唱、讲座，观众和听众共5 7万

多人次。l 9 5 4年市文化馆撤销后，市文化服务队与各区文化馆干部集中分片包于，1956

年深入8 6 9个工厂进行群众文化工作辅导。

市群众艺术馆于6 0年代成立后，与市文联一道，重点辅导群众文艺创作，参与组织全

市性的群众文艺活动。l 9 6 3年l 1月协助市文化局举办农民业余作者学习班。l 9艿4

年上半年组织业余作者创作话剧剧本l 1 0个，7月闻参加全市首届业余话剧会演。王9 6 5

年夏与市音协共同举办全市群众歌曲创作比赛，选出1 5首作品参加全省评比。 搿文化大革

命"期间的市工农兵文艺工作站，虽然集中着过去几个单位的人员，专业力量比较雄厚，70

年代承担全市群众文艺创作和演出的具体组织辅导工作，但由于受错误路线翩约，其主要业

务活动多以“歌颂文化大革命”为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的市群众艺术馆，经过拨乱反正，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以培训文化馆、站业务干部和群众文艺人才，抬导文化馆、站业务，辅

导并组织群众文艺活动，搜集、整理民闻文艺遗产，编辑、提供文艺刊物、演唱材料，进行

群众文艺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等，为其主要任务。l 9 8 0年创办业余艺术学校。自1980

年至1 9 8 5年，业余艺术学校共举办各种培训班4 8期，5 2 4 6人次结业I馆办或参加

举办各种文艺演出8 6次、美术摄影等展览1 3个，编印《群众文艺》、((音乐报》、《歌

阋新作》、《豫章十景的传说》等各种群众文艺专刊、材料和民间文学集共4 0多种。1981

年在全国首创发起举办南宁、南昌、福州、大连、西安、西宁六城希群众美术作品联展，予

】2月上半月在本市展出。l 9 8 5年主办向全国征稿的第一届“庐t1．1杯"黑自摄影大奖赛，

，共收到全国各地参赛照片10000余幅。

[县、区文化馆]

1．沿革l民国时期，安义县予1932年将民众图二挣踉改为民众教育馆，1 9 3 6年3月

又更名为民众阅览室，l 9 3 9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县城前停办。1 9 4 5年抗日舄挣胜希fj后
恢复县民众教育馆，设馆长、管理员备一人，有报纸一份，通俗读物酉余册。新建县也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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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争胜利后设县立民众教育馆，至1 9 4 9年仅有图书3 0 0余册。南昌县、进贤县1949

年以前未设民众教育馆。

新中国成立后，安义县于l 9 4 9年l 0月建立人民教育馆。1950年4月、l 0月、11

月；南昌县、进贤县、新建县先后建立人民教育馆、‘人民文化馆。不久后，各馆均改名县文

化馆。市内文化馆、站是在解放初期南昌市第一、第二、第三人民教育馆的基础上，，经过调

整发展，手l 9 5 3年初由市下放各区人民政嗬管辖的。随着行政建制变更，l 9 5 4年

分别定名为东湖、胜利、抚河、西湖区文化馆(市区)和潮王洲、青云谱、埔山区文化V站

(’郊区)}1 9 5 6年，3个郊区文化站合并，成立郊区文化馆}l 9 5 8年，撤销郊区文

化馆，1 9 5 9年成立青云谱区文化馆；南昌、新建县文化馆此时也划归本市管辖。1961

年，两县文化馆又划出，恢复郊区文化馆}至1 9 6 8年，两县文化馆又划入，郊区文化馆

再撤销。

·：1 9 6 6年开始的氍文化大革命’’使各县、区文化馆备受摧残，机构全被撤销，分别与

广播站和其他文化单位合并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新建县蜃名工农兵文艺工作站)。1972

年室l 9 7 3年，各县、区先后恢复文化馆或称文化宣传站(含广播)，当时恢复的郊区和

新建立的湾里区、石岗镇也设文化馆、站或文化广播站。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于

l 9 7 8年全部统一文化馆的建制，当年，南昌县、新建县、东湖区、牲利区、抚河区、两

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郊区、石岗镇共1 0个文化馆有工作人员7 3人。

l 9 8 O年，东湖区、胜利区文化馆合并为东湖区文化馆。抚河区、西湖区文化馆合并

为西湖区文化馆，当年8个县、区、镇文化馆共有工作入员80人，歪1 9 8 2年增至96人。

1983年，进贤、安义两县文化馆划入本市管辖，当年l 0个县、区、镇文化馆共有工作人员

126人，l 9 8 5年增加到l 6 1人。各馆已形成为当地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

2．主要业务活动r：民国时期的安义县、新建县民众教育镑，只有一两名工作人员
和少摄书报，除图书阅览外，几乎没有其他业务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县人民教育馆、人民文化馆、文化馆和各区文化馆(站)，均紧密配

合中心任务开展群众文化的阵地活动和辅导活动。1 9 5 3年制订并实行《南碍市文化馆

(站)工作试行条例》，规定4项基本任务：进行时褰政策寅传，开展群众文艺活动，推行

识字教育，做好科普工作。1 9 5 4年，市区和郊区7个文化馆(站)共编写黑板报、壁

撤、夜光报3 5 0期，编印生产简报2 0期，建立读报组3 9个，举办时事座谈会l 7 6

次，进行街头文艺寅传4 2 8 0次，深入lo个工厂、工地和l 5个农村业余文工团进行文艺

辅导，举办生产、：慢生等展览4 5次，举办生产、科学讲座l 9次，放映科普幻灯941次。

l 9 5 5年，各馆举办文艺洲练班9个，培训群众文艺积极分子4 8 1人，7个阅览室接待

读者2 8 5 7 3 8人次。l 9 5 6年，各馆共出黑板报、夜光报5 3 2期，举行幻灯、街头

文艺寰传和讲座、展览共l 3 8 9次；举办戏剧、音乐、美术、舞蹈训练斑3 2个4 0余

期，培训l 6 6 3人。胜利区史化馆科普宣传成绩优异，被推选派代表进京f{_；席全围第一次

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势子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 9 5 7年，各馆辅导工厂、

农村俱乐部l 6 9个，辅导业余剧团8 5个，开设音乐、美术、话剧，二胡、图书管理等短

ljll班2 9期，培训1000余人，出版《百花洲》、《东湖文艺》、((抚河文艺》j《胜利之

l~l



花》等油印文艺刊物。

在l 9 5 8年的。大跃进”中及以后的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各文化馆的业务活动处

予不正常状态。经过贯彻调整方针，至1 9 6 3年始恢复正常。l 9 6 3年，各馆共举办展

览2 2个、报告会8 3次、文艺演出l 0 2场，观众、听众共2 0万人次’开办文艺培训班

2 3期，4 6 7人结业，编印演唱材料、l 1 O种、3 5 5 0 0份。l 9 6 4年，郊区文化馆

创作、演出的采茶戏《秧田记》参加华东会审，剧本由江西人民．眭{版社出版。l 9 6 5年3

月，西湖区文化馆主办妈妈大唱革命歌曲比赛，全区7个公社(街办)的妈妈歌咏队共5 00多

名街道妇女参加。l 9 6 6年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馆机构撤并，业务活动停滞，后期

虽恢复机构，开展一些业务活动，内容多为错误路线所制约。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县，区文化馆的业务活动日益走上健康发展和改革刨新的

轨道。据统计资料，1 9 7 9年至l 9 8 5年，1 0个县、区、镇文化馆的馆办活动和联办

活动合计为：展览2 l 4个，讲座、报告会等6 9 2次，文艺演出l 2 8’8次，文艺培训班

2 7 9期，结业9 9 2 6人次，此外，还提供文艺演唱材料、编印文艺讨物2 6 0余种。

l 9 7 9年，西湖区文化馆美术干部刨作的科普连环画获全国科普美展曼等奖，e：南昌县文化

馆从本年起每年组织一次创作座谈会。1980年，东湖区文化馆在本馆内与有关单位联合举办

南昌市科普美展，郊区文化馆组织创作的小戏《书记打锣))在全省现代戏曲，儿童剧汇演中

获创作二等奖，并由江西电视台柏成戏曲片。l 9 8 1年，新建县文化馆举办业余剧团基本

功学习班，全县l 7个常年演出的业余剧团派人参加学习，湾里区文化馆收集整理民间歌

曲，编印出《西山民歌40首》l西湖区文化馆与市影协在本馆联合举办“黄山摄影艺术作品

展览))，103幅作品大部份出自业余作者之手。l 9 8 2年，青云谱区文化馆主办首届街道

群众文艺汇演和掌六一黟少儿美术作品展，进贤县文化馆辅导全县乡、镇、场普及文化站，

提前实现国家“六五’?计划中。乡乡有文化站"的要求。l 9 8 3年，安艾县文化馆组织创

作的小戏曲《补锅》，在全省农村现代剧观摩调演会上获表演奖，东湖区文化馆与市教育局

1985年本市各县、区、镇文化馆基本情况一览表 (跗裹一)

馆 名 地 址 工作人员数 业务用房m2 年财政拨款(元)

东湖区文化馆 叠山路l l 5号 15 400 29000

西湖区文化馆 孺子路l 8 6号 1 3 265 29700

青云谱区文化馆 井冈山大道80一号 10 60 7000

湾里区文化馆 湾里翠岩路 9 150 21900

郊区文化馆 第五交通路9号 6 在建 9400

石岗镇文化馆 石岗镇 2 600 6200

南昌县文化馆 莲塘五一路 43 506 91800

新建县文化馆 长援镇解放路 18 140 56400

进贤县文化馆 民和镇新胜路 33 11 OO 46500

安义县文化馆 龙津镇县委大院5楼 12 195 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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