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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为嘉应南陲文化艺术之乡J

文化艺术的历史，反映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可惜过去缺乏对我

县文艺源流的总结和专书撰述，璀璨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鲜

为人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掌握，一定程度地影响着文化艺术在历史

长河中的进程。

建国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文艺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指引下，我县的文化艺术事业得到了迅速

发展。尽管有过它的一段曲折，凋敝的短暂历程，但终究跟着奔腾不

息的历史洪流，不断向前推进。值得欣慰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文艺事业更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百花呈妍，一派繁荣景

象，展示了它为我县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芬芳与骄傲，并为它自身的

历史谱上了光辉的一页。 、

欣逄盛世，为弘既往，藉促未来，中共五华县委于1985年作出编

修县志及各行专业志的决定，我局怡然应命，旋即成立编志机构，组

织编撰人员，进行了内查外调，广征博采，核实求真，整理成文工

作。编撰过程，我们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和

“略古详今，略远详近一的原则，经过七度寒暑，六易其稿，于1992

年春完成了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文化艺术志书，最后呈报县地方志编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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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委员会审定而成。

本志各个章节，以时为纵，以事为横，纵横交错；立足近，现

代，尤以建国后为重点，全面、系统、客观、翔实地记述了五华文化

艺术在各个时期的是非功过、盛衰得失；既反映文艺的历史和现状，

且融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于一书。它的问世，必将为我县文艺事

业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鼎革前进，以及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存

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最后，谨向为本志提供宝贵资料和热心资助出版的各界人士表示

衷心的感谢!

汤春盛沏春盛

1992年3月



凡 例

． 一，本志尊古重今，以今为主，记述采取“略古详今”， _略远

详近”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对明清，民国

时期的文化艺术除在大事记中记述外，，在章节中亦有简述；着重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华县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情况。

二，本志取材时限，上限置县始，下限至公元1991年底止。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等体裁，诸体并

用，以志为主体。结构上分章，节，目、附录。

四，本志正文按横排纵叙的原则，采用语体文记述。行文数字，

。计量，年月日，7年龄，时间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本志纪年。清代以前纪年，，用朝代年号，用汉字，括注公

元；民国时期纪年，括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纪年，用公

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

六、本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凡立传者，均是已故的文化艺

术界较有贡献和有影响的人士，按其卒年排列。尚健在的较著名的文

化艺术界人士，则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记述。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局，县志办、县图书馆，县宣传文化

系统各单位以及个人提供的书面，口碑资料。资料来源，恕不一一注

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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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杂耍等近20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品种。 。林华堂”木偶戏班于

1 930年出国到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达4年之久。

“五四”运动后，五华新文化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城乡文艺宣传

活动较为活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先辈古大存、古宜权，

张剑珍等自编自唱山歌、五句板，诗歌，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组织发动

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创建八乡山革命根据地。自编歌本有《五更叹》、

《农民出路歌》，《十劝郎》、《十劝妹》等近100首民歌。古宜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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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告白军士兵歌》，感动了白军一个排举义投

珍、魏嫁的就义山歌被收入著名诗人肖三主编的《革

抗日战争时期，五华县立一中，二中、三中和德义，

夏阜，锡坑等学校，先后组织的青年抗敌同志会、青

前卫队、乡村服务剧团、抗日救亡宣传队、朝阳剧团

日醒狮队等抗日宣传文艺团体，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

放战争时期，中小学校组织剧宣队、歌咏队，女友会

出话剧和教唱革命歌曲，宣传反内战。40年代在城镇

广泛开展的宣传抗日、反内战的文艺活动中，培养了

干，为五华文艺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建国后的40多年来，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下，五华文化艺术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呈现出一派

景象。

文化机构设施。民国时期仅有一个县办的文化事

众教育馆。建国后，机构设施逐步增多，不断完善，已

化艺术事业体系。县文化局直辖下属单位有县文化馆

馆、电影公司、影剧院、文化官，文娱活动中心和在

的县办木偶剧团、采茶剧团。乡镇普遍设有文化站、

动中心、电影放映队。村村有“四位一体”的文化室

文学艺术创作成果显著。建国后，培训了一支专

作队伍，涌现出大批人才和作品。小说作品有《半节

凯小说集》、《杨新乔短篇小说集》等j美术书法作

画、温治邦的版画在香港和国外展览；廖子梅画展在北京展出，作品

在香港刊登；温公标画展在深圳展出，作品在台湾出版；著各书法家

廖蕴玉的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际书法展览，其《晚晴楼吟草》楷书精

5



印本在全球各大图书馆均有珍藏。还有戏剧、散文，诗歌、曲艺、歌

曲、舞蹈等一批作品在省以上获奖或发表。

古老的戏剧艺术绽开新花。县木偶，告l团两次晋京参加全国调演，

1990年春节赴泰王国访问演出。传统木偶戏《化子进城》、《水漫金

山》、童话剧《宝盆乖乖》等5个节目拍成电视、电影纪录片。县呆茶

剧团创作演出一批群众喜爱的剧目，4次赴穗参加全省戏剧大赛，获

得嘉奖。《乌云下的歌声》、《竹d J路弯弯》、。《茶山雾蒙蒙》由广

东电视台摄制舞台艺术片。

民间艺术多姿多采。竹板歌(五句板)登上文艺大雅之堂，著名

民间说唱艺人温满于1953年代表粤东区赴穗参加广东民间音乐汇演，

演唱自编竹板歌《翻身乐》获得嘉奖。农民作者张吉添创作的长篇竹

板歌《白花谢了开红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录音向海内外

播放。著名山歌手李宋云于1956年参加广东省民间音乐会演，演唱华

城山歌《喜事出在高级社》，后被评选赴北京参加全国大会唱获得嘉

奖。温满、张吉添、周桂友、赖加积，彭强被评为梅州市山歌师。还有

一批山歌新作在省以上出版社报刊发表。竹马舞多次参加梅县地区会

演获得好评，并拍摄电视纪录片。锣花舞赴穗参加1989年广东省民问

艺术欢乐节，获得华侨和各界人士的赞赏。

图书事业日益发展。县新华书店开设6个国营图书发行门市，30个

乡镇供销图书门市，1981—1990年连续11年销售、利润、固定资产超

历史，被评为梅州市一类企业。县图书馆于1 984年兴建三层半大楼、设

有总书库、儿童、报刊、科技阅览室，馆藏图书7万多册，读者年平

均3万多人次。乡镇、企事业、学校图书馆(室)均有一定数量藏

书。

电影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很快。建国前五华电影事业完全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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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现在县电影公司辖有县办专业影剧院4间，乡镇影剧院21间，电

影队55个，职：E231人，1980—1991年放映达19．9万场次，观众1．3亿

多人次。

‘民间工艺蜚声中外。有400多年历史的石雕，工艺精湛，石匠足

迹遍及港澳和东南亚一带，被誉为“石匠之乡”。著名佳作有广州石

室，广州越秀山五羊石雕，水寨大桥石狮、广州海珠广场雕像、珠海

市。珠海渔女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碑，广州南越王墓石雕群

等。金木雕有《四季花鸟》、《龙虾蟹笼》、《双风朝阳》等精品

200多种，销往东南亚、欧美和非洲。通雕挂屏《八仙骑八兽》在

1985年全国评奖中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杯奖(最高奖)。

文物丰富，胜迹繁多。有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古文化遗址73处，

以及西汉遗址、古城池遗址、古陶瓷窑遗址，革命旧址，纪念建筑、

石桥、古塔，古庙⋯⋯等。长乐学宫、狮雄山古塔、狮雄山西汉建筑

遗址、谢圣仙娘庙，古大存故居等九处被列为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此外，尚有名胜古迹较多的天柱山，天堂山，石马山及雄浑古

朴花岗岩石拱大桥——水寨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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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记

明清时期

明成化五年(1 469)，在华城城内紫金山下，建造长乐学宫。

明正德年问(1 506--1521)重修长乐学宫。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长乐县知县毛元恩主持始编《长乐县

忘》，版本已失，无考。

明万历四十年(1612)，守道蔡国炳，署县事通判蒋杞、知县詹

子忠等相继在华城狮雄山上主持建造狮雄山塔。

明崇祯十一年(1 638)，长乐县知县黄景明主持第二次编修《长

乐县志》，志书内容已失，仅存黄景明序。

清康熙二年(1663)，长乐县知县孙荫光主持第三次编修《长乐

县志》(八卷)，儒学教谕温如墙、训导屈宋同订，吉际亨、孔元

体、曾保臣同辑，举人李逢祥，罗师元、颜翼卿同校，典史余廷芳董

刻。县档案馆藏有复印本。

清康熙二十六年(1 687)，长乐县知县孙蕙主持第四次编修《长

乐县志》(八卷)，编纂孔元祚，饶甲、曾衍宗。珍藏省中山图书馆，

县图书馆藏有摄影本。

清道光二十五年(1 845)，长乐县知县侯坤元主持第五次编修

《长乐县志》(十卷)，举人温训总纂，廖容，曾廷泰分纂，周纶
R



溥、周祺，甘道腴、李干、赖作梅采访、校对，周祺绘图，周文藻董

理．珍藏省中山图书馆、县图书馆。

二、民国时期

民国12年(1923)，设立“五华县通俗图书馆”，馆址在县城

<华城)关岳庙。23年并入县民众教育馆·

民国1 8年(1929)，国民党军队叶光团部驻五华，在华城南门邓

家祠放映无声电影，是五华有史以来的首次。

民国19年(1930)，五华木偶戏艺人李寿添、古妙洪、张日星、

张丙星，张如壳、古三，李七，古妙姐等8人组成“林华堂”出国木

偶班，应华侨邀请，远渡重洋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

演出，历时4年，深受华侨赞赏。

民国23年(1934)，设立“五华县民众教育馆”，馆址在长乐学宫

侧文昌阁，后迁城内十字街忠烈祠。是当时县唯一的文化事业机构。

1949年5月废。 ．

1937年，钟恩雀在华城太平街开设“新华印务局”。有圆盘印刷

机一台及部分字粒，仅能印简单的印刷品。

1937年5月，叶启扬在华城南门街(后迁桂和街)开设“维新印务

公司”：采用铅印，拥有平板，圆盘印刷机各2台，字粒及装钉设备

较齐全。陈训言(陈景文)负责排印。《五华周报》、《五华日报》

由该公司承印。建国后， “维新印务公司”的人员和设备收归县办，

是今“五华县印刷厂”的前身。

1937年1o月，钟靖寰以《五华日报》名义，两次召开读者座谈

会，成立全县性的“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一‘“)筹备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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