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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原

国家交通部副部长

曾直同县文联领导

合影。前排曾直(左

四)、刘忠荣(左三)．

罗嘉祥(左一)、曾

掘(右四)、胡晋涛

f右三)

省委书记杨汝岱(中)考察青神竹编
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康式恩(左二)

来爵考察。县文化局局长艾泽℃(左

四)，副局长陈丽清(左五)陪同 、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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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县文联恢复

1985年6月青神县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成靛

民间灯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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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燃年ll勇，国家变化郝蠖予南城参“巾圜竹编艺
术老参”称号。芟潭飞(母)，李攀权(南城多参长，右)，
隧：交牮{南城多变亿中心副主任)赴浙江参加命名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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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开发旅游资源

电影院

副省长韩邦彦(右三)考察青神旅游事业

口

新华书店

文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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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艾 泽 飞

青神千余年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文化篇章：造就了一代代文化名人，留

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自唐宋以来，涌现出了陈泳、余承勋等百余名诗人、

进士和翰林学士；“中岩书院"培育出了大文豪苏东坡，且留有“唤鱼联姻”佳

话；素有“西川林泉最佳处”的古中岩，曾招来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名流大

家，留下了千古佳作。尔后虽时代变迁，而文学之士依然辈出不穷，为青神文化

增添了异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青神文化事业在机构设置、设施建设和

各类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等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特别是宏扬竹编文化方面
‘

取得辉煌成就，创建了文化部命名的“竹编艺术之乡99。文化、企业、旅游三者联

姻共求发展的经验受到文化部的肯定，并建议在全国推广。这在青神文化史上
，

增添了璀灿的一页新章。

然而，青神文化的光辉历史，至今没有专门的文字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
稚 件憾事。因此，《青神县文化志》的编纂，便成为文化旅游局责无旁贷的紧迫任

务。1988年3月，文化局组织下属单位编写部门志，在此基础上，局委托胡晋

涛先生总纂了《青神县文化志》一、二稿；1994年文化局组织修改，将下限延至

1996年，又委托吴琪恩先生总纂了第三稿；1997年，请市文化局编写文化专志

的杨志哉先生审改。1998年初又送县志办审改，同年3月，文化旅游局定稿，

， 历时8年。

《青神县文化志》的内容是按照20世纪90年代中期县级政府职能部门分

工，属由文化旅游局的业务范围进行编纂的。全志设机构、管理、文学艺术、图

书电影、文物、旅游、人物等七篇，共录89节，计22．8万余字。记述了现今文化

行政部门工作范畴的文化在历史上的形成、发展、因袭、转折和变革，上限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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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下限总体上断至1996年底，个别章节延至1997年上半年。由于受资料：乒≯‘‘

阅历、水平、时I'口-J等因素的制约，本志定未能尽人意。但通观全志，可以看出编

纂人员是付出了艰辛劳动的；特别是县志办公室曾乐斌和袁泽儒老师在为本

志修改总纂第四稿时，增入了大量历史资料，使本志更形充实，为了解和研究

青神文化发展历史提供了宝贵资粹。但愿《青神县文化志》能激发青神人民继

承和发扬我县文化的光荣传统，为青神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若能如此，我们也

就欣慰了。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县内外有关单位和人士的支持，以及市、县修

志工作领导同志的指导和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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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歹Ⅱ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资治、存

史、教化"为宗旨，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秉公为

公，努力反映青神文化事业发展的本质、主流、规律及地方特色。 ．

二、内容、时限。内容设置按90年代中期政府职能部门分工，归口文化旅

游局管理的范围，本“详近略远”原则，系统记述青神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举凡有关县内文化的机构、管理、文学r文．艺、图书、电影、文物、旅游等，均

择其大端予以志录。记述时间的上限不限，尽量追溯起始；下限原则断至1996

年底，文化市场管理部分适当延至1997年6月以前。

三、体例结构。全书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图、表、照、录、考诸体并用。卷

首设概述、大事记，用以总括情势，纵陈大要；卷尾设附录，用以录存确有较高

史料价值而又不便入志的资料，均不设编序：分志部份按编、章、节、目、子目的

层次排列。编、章、节以汉文直接标序；目以带圆括号汉文数字标序；子目不标

序而以楷体字标题。

四、行文规则。行文主体一律以第三人称。用现代汉语书面语体，“横排纵

述"。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简化字以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为

准；标点符号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修订公布的用法。注释

随文，加圆括号。有关科技名词，凡是已订中文名称的，一律以中文名称书写。

计量单位，建国前沿用旧制，建国后一律使用现行法定单位；单位名称除某些

图表、数列可酌情使用符号外，原则上用汉字书写。

五、资料采用。资料征集以各级档案资料为主，兼采口碑及有关史籍、图

书、报刊等等。建国后的数据资料，统一以青神县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为准，不足

部份再由单位统计及社会调查补充。

六、委．宁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规定。凡属记数、计量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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