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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下读志凝片思 。

， 一

： (代序)

，．：悠悠浏水，低吟浅唱，沿着历史的弯凿，，流过岁月的坎坷，奔向时

代合唱的大江。暮秋之夜，拨灯挽清浪，帆载秋思远去，千载暖日霜

月，冷风甘霖，，照耀、滋润出浏阳的绮丽山水，风流人物．不仅仅是鞭

炮烟花，夏布、相思鸟、’菊花石．、豆鼓茴饼等土特名产，饮誊海外，’匾
， ．且文化艺术也溢辉于世，令人瞩目·一·．--：，、’?j‘’j jiV 7’，蔓

⋯：ij不须说，远古的文物豳迹，近代的壮士诗赋；就当今的丽章佳曲，

便惹你神往、迷恋．，这些灿烂的文化艺术珍品，虽无惊世大作，。但小

巧玲珑，’亦见浏阳河儿女的智慧和勤奋之光，‘一曲。浏阳河一牵动多少

人的情怀，是梦幻，是寻觅，7不论来过或未登临浏阳河岸的人，：“都对测阳

· 的山、水、人、情展开了极美丽的想象·而今日，．’聚汇浏阳文化艺术之

精华，镌刻予志书之上，l它必然会产生积极而悠远的影响。’’但愿浏阳人
’

民的子孙后代，常以此为镜／是诗：‘一是文、是画，j是曲，是雕，、是舞0．

是戏，而须知其益，知其难，知其远，知其志，。知其责。’瓜，～。’，：：翼

√一～夜阑月白，清辉如水．‘伏案凝思，：一流出以上字句。?。听远处汽笛声

庐，划破山城寂静，多彩的世界在梦中醒来，。想明日窗前必定又高悬杀
一

．
轮喷金的朝日·、+0一．_-t．． 。一■j二．～，；；j。，I，文；·i夸：0_鞭，：j．

·
． 谭仲池7

一九AA．年十月十二日

．

。

浏河畔秋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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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j j
，

·≯，一、本志编纂，j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_-。 ‘i
‘r．

’。 。一．、 ，+ 。 一。⋯。!、

j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地反映浏阳文化艺术事业的历．

史本来面目，以求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

，+ 。

三、本志上限自公元一八七三年∥下限截自一九八五年，根据详今．

略古的原则，编纂的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

期。《文物》一章则溯自建县之前，截自一九八六年止。，!√： ‘． 。l。

r。 四、本志资料来自现存档案、’报刊文章，以及文化界部份老同志所

提供的口碑资料。对所有资料均经过核实查对，-编纂时，坚持突出时代

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 ， 0’ i．． ．
．． ，

， ·

，⋯五、本志以志为主体，图置卷前，表、．录分别附于有关章节．(文

化系统各单位历届负责人一览表附于志书后)表述方法以章统节，以节
-

统目。文字采用记叙体· ．-． ．一。，p。；z
t’t

一
‘．|、．

·，fI六、纪年著录，+建国以前采旧纪年．．第·次出现历史年黾．注出公

元纪年，建国以后以公元纪年。．一。，。‘∥‘r i 。。：、 ．j．：：．‘＼

七、数目字除引文序词，历史年号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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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一⋯二、阵地活动⋯⋯⋯⋯⋯⋯⋯～⋯⋯⋯··?_e e eoo 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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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花鼓⋯⋯⋯⋯⋯⋯⋯⋯⋯⋯⋯⋯⋯舀⋯⋯·(18)

⋯一。(二)龙舞o e e o o o eeo o o e o o o e e e e e o·oo o eo ooe o o e o o o o o o oo o e‘⋯⋯·(18>

⋯⋯⋯<三)狮舞⋯⋯⋯⋯⋯⋯⋯⋯⋯⋯⋯⋯⋯·jO OO O 0‘07⋯(19)

．f’⋯<四)竹马灯⋯⋯⋯⋯⋯⋯⋯⋯⋯⋯⋯⋯⋯¨⋯⋯(19>

h一(五)蚌舞e e e o’o o o o o e o o o o e o e，o，o，⋯⋯⋯⋯⋯⋯⋯⋯⋯⋯··(19)

。～ ”(六)茶花灯⋯⋯m⋯⋯⋯“⋯⋯⋯⋯．．．009 O 0¨⋯·(19>

，‘⋯⋯“(七)提蝴蝶舞⋯一⋯Ⅲ⋯⋯⋯．．．⋯⋯t一⋯⋯⋯··(19)

。*．’三．、‘民间歌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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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五)乡镇湘剧团o oo o o o o：”oo．eo e e。⋯⋯⋯⋯⋯。(25)
f j

j ⋯”：·花鼓戏⋯·j·：0 0·0

0．．⋯“⋯⋯“⋯⋯⋯⋯⋯⋯⋯⋯(26)

t．。。‘：，‘
～

4(一)民间花鼓戏班⋯⋯岬⋯⋯⋯·一·：⋯⋯⋯．(26>
i．i

‘⋯～‘
(二)民间艺术巡回演出队⋯’⋯．．．⋯⋯⋯．：：tf。+(26)

．i pj，⋯‘一． (三)县花鼓戏剧团⋯⋯⋯⋯⋯⋯“⋯⋯⋯⋯(2予)
f j⋯～ 。

。i 1 o发展概况⋯mm+⋯”m⋯⋯⋯“⋯忡⋯．(2T>
i j_一．：；}_。：．， j 2。’演出活动-·iⅥ⋯⋯w“心⋯⋯j⋯⋯j⋯．(28)

i．‘i j 9⋯··
～附：花鼓剧团197I～1985年演出的四大指标e§o葶

．t，‘斗r⋯⋯一¨．(四)乡镇花鼓戏剧团m“Ⅲ·：ooo·o川，-．⋯：每m(31>

{：‘：空‘)⋯⋯⋯⋯⋯．(五)季节性花鼓小戏班m．．··I．·et—ee e／o．8MⅢm．．(3l>

(o、，⋯⋯⋯三，～、皮影戏o o o e6ei⋯?m⋯··“·’：·“o e o e oj⋯j．：⋯⋯n：：⋯(31)

≮l：)“⋯“四，木偶戏“．，．m⋯Ⅲ“‰·。“e oo ql ol：·。d)e eWo eoo(。j⋯o⋯．(33>

(；j⋯⋯五、‘话剧团：一队”“汕⋯崩?·‘··；⋯：·：··：⋯．·冉⋯：⋯。(33>

¨；县．j⋯～ 六j文艺宣传团、队．．．⋯·，e o o o·⋯抽⋯⋯．一．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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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j⋯”⋯“(’兰)放映设备··jo⋯⋯⋯⋯⋯⋯⋯⋯⋯⋯⋯⋯⋯(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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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t，，一五：一电影机械维修·：：：：⋯：：·?_⋯：：··：⋯⋯：⋯：⋯⋯“e*e o e e e(48)

i轧，h-’六√电影宣传_。⋯“·j：·j：⋯⋯⋯⋯⋯⋯⋯⋯·小·c厶⋯·(49)

(’第三节⋯电影经营⋯“⋯jj_o·e o o o o o e o o⋯⋯⋯·：⋯⋯⋯⋯⋯·(49)

f，毫1‘‘二：。五犬指标和利润7．．．m．．．··j⋯⋯·⋯：⋯⋯··一m⋯⋯⋯⋯(49)‘

(、3、 二．‘。收费“4[⋯800一一O o⋯o O·j：：⋯：⋯：⋯·：⋯⋯：·：·：Oo o·o 6 o e e o e oOOo荫(50)

f。o⋯p一_(二)包场一+(=)’售票··j⋯·：：⋯⋯m·一j；：：“‘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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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一：学宫书库。“．．．-。·N．．_一jj_··f“ho⋯o⋯⋯⋯⋯·(52)

：j．》：二、4民众图书馆和中正图书馆．．．⋯⋯一⋯··l⋯⋯⋯⋯⋯·(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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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六

2。，．现代图书收藏⋯?：⋯·!?···?Do o o o o o o⋯⋯·

附k1978年～1985年馆藏现代图书数目表

)．图书管理··：⋯：⋯⋯⋯·⋯⋯·⋯⋯⋯⋯⋯

，l h图书分类：·：⋯?⋯··!·?⋯：¨⋯⋯⋯⋯··

2，，图书外借一⋯?0 0 0 000 00 0 00

0：·!e
ooooo ooe⋯．．．

)图书宣传和服务工作·．⋯．．．⋯⋯⋯⋯⋯“

)报刊阅览?⋯⋯··：··?·：e O O O gl：⋯⋯⋯⋯⋯⋯

．)业务辅导··：⋯⋯．．．o o o g o o o o o o a o o⋯⋯⋯⋯．·

．五，基层图书室⋯⋯．．．D e o Oee o o o e

o?e
o o eo o o ee e，pe⋯⋯1··：⋯⋯(55)

．◆。。六，藏书家和个体图书室·：·e⋯o
e oo⋯o o

o、0。0

0 0 0 00 00 0IP O 4D O

00⋯··：⋯⋯(56)

、．．⋯⋯⋯．(，一)藏书家⋯⋯．．．．．．．．．匕．．．．．．⋯⋯⋯⋯⋯⋯⋯⋯(56)

，( ⋯．．。，(二)个体图书室¨．⋯⋯“，⋯⋯·：·?O
O qP

O，0 0·?_·?··?⋯⋯(56)

．‘，第二节．书店：?·：：：：：·：·?·：：?⋯·：⋯．．．：⋯⋯_⋯他．．．⋯⋯⋯·．．．．(57)

f．、 ．·，私营书店：：■：?：⋯·‘j，’?·’：．¨⋯⋯·一·一⋯．．．·_：1．．：⋯⋯·(57)

(-t’：，．二·，新华书店⋯一：：一⋯．．．‘_o
o o o e—e··：o·-·?⋯··7．⋯⋯⋯(59)

(4二‘⋯⋯．．(·)店址、设施⋯⋯⋯⋯_．．．⋯!∽O J
OOO．o

qo gp

Oi⋯?⋯<59)

．，、⋯⋯⋯(。；．)、机构和人员i：!!OO
0·(I O

Oj．．_”⋯·：⋯·0·：⋯“⋯·(60)

《，鬈o’⋯⋯⋯(。三)。经营¨7．．．．．．-7．．．．．．，．．!：·c
o o e e

e．，e
e e e e oeo e e e eoo e e：⋯⋯(60)

i。√⋯⋯⋯+⋯．1、．进货¨e o⋯ao e6‘¨，·。j·‘：·。．．。吖_ee o：o oo?·j．·oe。e··?⋯(60)

i。．．’一⋯⋯⋯⋯．．2、．门市营业．．，．一，⋯¨·w¨··：⋯¨··?⋯··I·：⋯·(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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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7浏阳是个文明古

时代的发现考据来看

进程中，创造了极为

过去遍布全县的祠庙坊塔等传统建筑，特别象道吾寺、石霜寺、+文

庙、。谭嗣同祠等名建筑，集设计、1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之大成．邱

之辞仿古并创制的祀孔古乐，与曲阜古乐齐名，’且成为全国保存之最完

备者。浏阳特有的菊花石雕，更以其天然的花朵，及其精湛的技艺，．饮

誊全球．凡此种种，都是浏阳人民智慧的结晶··_一 ·“，
．·

’1～。

县内民间文艺源远流长，旧志关于宋代俳优戏剧的记载，’为目前全

省发现之最早记录者。：，湘剧入测的时间，：亦早于省会．花鼓戏，皮影戏

也有了百余年历史◆-至于民间的音乐，。舞蹈-’曲艺，一歌谣及故事等，·亦

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影剧界的名流不乏英人．与梅兰芳并称∥南欧北

梅一均戏剧教育家。剧作家和京剧表演艺术家欧阳予倩，～国内著名影星王

人美，．其祖籍都是浏阳。湖南湘剧界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如徐绍清等是

在老家测阳学艺成才的．‘土地革命时期，。测阳花鼓戏艺人还为革命作过

贡献：并造就了象邓洪那样的革命家。!一，一 ，+‘平’ · 。‘ ·-．j．

浏J5日人文辈出，，著述繁多。清同治县志所收邑人四部书茸超过百

种，共计2300卷左右。其中元代文豪欧阳爱，，奉敕主纂宋辽金三史、·

。’ !I



《四朝实录》．《经世大典》，《太平经国》，加上《圭斋文集》等著

作，多达1800余卷。清康熙年间，邑人龙升独纂县志两部。清末戊戍维

新爱国志士谭嗣同就义时年方34岁，已有《仁学》等40余万言的著作问
'

世，其入其文，被当今许多国家的学者们列为专题研究的对象·谭的好 ·

友黄徵也曾编纂浏阳乡土志一部。

，． 庸．KN"运动以后，革命文化影响城乡。陈昌等在金江高小率先组

织浏西文化分社，创办《浏阳周刊》·推介《中国青年》， 《湘江评

论》等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知识．其后，浏东、，测

北等地的革命文化组织相继建立，为发展浏阳的无产阶级文化开辟了道

路．
。

‘’： n 一t

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斗争·至今留下许多革命纪念地，：为浏阳文物增添了新的光辉。，

其中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

1930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设文化委员会，领导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文化宣传活动，创作了许多革命的歌曲和话剧。 ，、r一⋯一’： ◆

；⋯抗日军兴，。国共两党再度合作j。浏阳爱国师生，成立抗日宣传’j

队，抗敌话剧十人团等，深入城乡，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激起全
’

县人民同仇敌忾·，～．- ’·，‘- ：
’一 一．√

然而，‘历代县衙及民国时期的县政府，都没有专门机构领导文化事

业·加上战乱频仍，民生凋敝，文化事业萧条。． 。

～

1949年8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即由教育科兼管文化。至1951年 墨

更名文教科。1 955年1 1月正式成立文化科．1956年至1960年，对民l；-J艺 ．

术进行了多次普查，抢救了一批文化遗产．农村俱乐部蓬勃发展，电影

遍及城乡，各种展览在城乡巡展，社会主义文艺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2 ；



1958年9月浏阳被评为全省文化工作红旗县。同年秋后，为适应搿大跃

遴一。的需要，一在全县耵实现诗画化挣、 膏文艺大放卫星一的号召下，’掀
户 起了“人人写诗、绘画、作文章"的浪潮。由于主观要求脱离实际，结

果仅热闹一时。．在这年的各种“大办一。中，‘还拆除了不少文化古物，‘使

全县的文物遭到了破坏。 7，”⋯ 一j、 ?
。·‘’

三年困难时期，文化活动处于停滞状态。1961年文化、教育两科又

合并为文教科。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群众文化日渐恢复。1963年至1964

年，文化部门组织古乐艺人，修复了全套古乐器，并整理了濒临失传的

《古乐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教科于1967年被撤销，先后设

置浏阳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 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办公室”和“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糟等机构管理文化工’

作，，至1973年宣传站与教育组合并成文教局．在十年动乱中，不少文

物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公私所珍藏的古籍被大量收缴和销毁，‘历史报刊

·

¨ 大部被“红卫兵”抢走写大宇报；戏剧古装被封存或付之一炬，传统戏

剧被全部禁演，八个“革命样板戏”长期占据戏台和银幕，并号召人们反
· 复观看和学唱；一切文学创作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为靠反资批修一

服务， 甜文字狱一随之而起，动笔辄得咎；文化工作者遭受了严重的迫

害，因而出现了“万马皆喑"的沉闷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980年正式设立文化局。全县文化事业

， 迅速发展，专业文化队伍日益壮大；+永和等集镇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乡村

自费筹建的影剧院此起彼继，半脱产的湘剧，花鼓戏剧团纷纷建立，传统
’

剧目和新编剧目百花齐放，有的还被电台、电视台录制播放，电影、电视

普及到了击杞各类文艺创作大量涌现，不少作品发表于中央、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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