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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文化志

安徽省泾县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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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一部县志，从横向看，是这个县自然、社会、风土人情、1政

治、经济、文化的概括而集中的反映，从纵向看，则又是它的历

史的实录(‘当然是概括的，有选择的实录)。县文化志是县志的

一个分支，它记录着一个县的文化的现状与历史·

将一部县文化志编得有特色，不同于别的县文化志，需要取

决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条件。从客观来说，这个县在文化上

应有自己的特点，从主观来说，编纂者善于从纷纭的文化现象中

捕捉和突出这些特点。 ．

就《泾县文化志》而论，我以为两方面的条件都是具备的。
． 泾县山青水碧，风物秀美，是历代文入荟萃之处，李白、杜

牧、欧阳修、梅尧臣、袁枚，郭沫若⋯⋯均到过泾县。李白在泾

县境内旅游路线达一百里，他写的关于泾县的诗，流传下来的，

就有十五首之多，还留下放歌台、踏歌吉岸等许多遗迹，为泾县

的文化增添了璀璨的光彩。泾县本土也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化人

物，如唐代汪伦、清代包世臣，现代胡朴安，胡怀琛、当代吴作

人，吴组缃等，或名垂史册，或海内外知名。

泾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1 9 3 8——

1 9 4 1)，新四军军部旧址，军部大礼堂lEt址以及“叶挺桥一

等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叶挺、项英，1

陈毅等曾在这里视察或工作过，留下了大批珍贵革命文物，许多

革命文化战士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反映新四军在泾县抗Et活动的

诗歌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就是本县人，厚岸村还保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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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居。

泾县还有许多文化当产，芏i纸、宣笔就是驰警海内外的独特

产品I此外，琴溪的琴鱼、县上的桃花潭酒、茂林的苏禄子，也

都曾撩起过多少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

上述种种，可以归结为～句话t泾县堪弥文化艺术之乡。它

的这种情况，在我国的二千多个县之中，也是具有特色的。

，翻开《泾县文化志》，我深深觉得，书稿点面结合得很好。

一方两f对泾县文化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突出了的，另～方面，作

为～本志书，资料搜集也很丰富完备，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遗址，到漪代闺阁诗词；从八世纪中叶李白来泾县，到l 9 8 5

年筹办首届“校园之春一音乐会，从民间文化活动的发展到文化

事业机构及专业艺术团体的沿革，可盼说是有文皆备，无艺不

臻。在书稿中，泾县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总和构成了～片美丽的

湖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于湖面的几个风光绮丽的岛屿。我

想，这就是引入入胜的《泾县文化志》的写照罢。

作为一个泾县人，有机会为本县的文化志写序言，在我，自

然深感荣幸。但我其实是没有多少资格来写这一篇序的。因为我

离开家乡近四十年，少时无知，对本县的文化状况不甚了了’后

来萍踪天涯，和家乡的信息联系很少，当然更谈不上了解全国解

放后它文化的发展了。近年呆，我回乡访问过几次，和家乡各方

面人士有较多交往，才逐渐熟悉了它的文化状况，欣喜于这方蕊

的发展繁荣。现在，家乡的同志又把本县的文化志书稿放在了我

的面前，使我更全面地了解了泾县文化的灿烂景象。因此，我写

下这篇序言，以表达我对家乡文化的思念之情和对编纂《泾县文

化志》的同志的崇敬与谢意l并期待家乡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中有更辉煌的发展。

吴淮生
一九，，L七年七月十七H于银川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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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写原则详今略古，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下限l 9 8 5年l 2月3 1日。

二，全志共1 0章，2 6节，7 7目I附图l幅，摄影图片

3 8幅。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六种体裁，以志为主

体。手法上“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一。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同时借鉴“辞书体黟语言，力求准

确、简洁，通俗。 ． ．

四，“大事记"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其它部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同时夹注公元纪年I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

五、历史资料有出入而雅以鉴别者，诸说并存。

六、群人物一部分，只记载已故的本籍和客居本县的有影喻

人士。凡l 9 8 5年l 2月3 1日以后谢世者均不予入列。凡来

拄明性男U者均为男性。

七、除口碑资料外，主要参考文献t《泾』fl志讯'(泾县地

方志办公室编>、《泾县志》(清·嘉庆版)，《羟川丛书》、

‘泾县文史资料选辑>(政协泾县委员会编)，‘云岭》(泾县

文化局编)、《荥阳潘氏统宗谱》，《翟氏宗谱’<清·泥活字

版)、‘宁国府志’(清·嘉庆版)，《安徽风物志》(黄山书

社l 9 8 5年版)、《墨香居画识》，‘古今画史，，《清画家

诗史’，《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中国古代瓷器基础船

识'，‘中国画家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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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吴组

缃作品欣赏》(广西人民出版社l 9 8 6年l 1月版)，l 9 8

2年《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l 9 8 6年1月《美术研究)及

羟县档案馆馆藏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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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位于安徽省南部，建置于西汉，与旌德，南陵，青阳，

宣城、宁国等县及黄山市毗邻，总面积2 O 5 4．5平方公里，

人口3 3．8万。全县3 5个乡，1个城关镇，2 6 4个村。县

境多山，属丘陵地区，平均海拔3 5 0米。气候温和湿润，四季

分明。 -

泾县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瑶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j

世古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展示了五千至一万年前人类在此活

动的踪迹。古“八景”之首的水西，是唐宋时代佛教胜地，文人

璺客争相前往，留下很多诗篇题刻，现存双塔为宋代所建，被列

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宝胜寺始建于南北朝，为全省

佛道教重点寺观。琴高山临溪而立，石怪岩险，风光秀丽，相传

汉处士琴高公曾于此炼丹，溪中所产琴鱼俗称“药渣鱼扫，被视

为珍奇特产，久享盛誉。大蓝山奇特险峻，气势磅礴，始建寺庙

于唐代，倒古木寺边合，山拥庙后屏”，幽雅别致。李白偕汪伦

在此游饮放歌，留连忘返，曾想定居于此。桃花潭景色更胜一

薷， “层岩衍蛐，回湍清深”， “清冷皎洁，烟波无际秒I因

为李白的一首《赠汪伦》，越发名闻遐迩．建国以后，其上游

不远处建陈村电站，高峡出平湖，山光水色令人心醉．无怪有

人称道： “李白曾是当年客，哪知山Jll景物新．桃潭胜境誉千

载，平湖秀色更迷人．一民宅民居颇具建筑特色。尤其是陈村的

蜡歌岸阀与文昌阁，茂林的吴芳培旧居，西阳的万年台．黄田的

～1～



口洋船屋矽等，分外引人注目．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钢缠

钟、剑、鼎、洗，宋代的影青瓷壶、瓶、枕等，也为灿烂的古代．

文化提供了实物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部驻云岭三年，留下许多珍贵的革

命文物。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

来，来此参观的国内外游入及史志工作者达七十万人。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出生予泾县厚岸，其故居为安徽省重点文杨

保护单位。茂林村，东漉I_LI、石井坑等，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砂发生地，亦为世人关注瞩目。

李白、杜牧、梅尧臣、文天祥、欧阳修，袁枚等驻足泾县，

吟诗作赋，为山川增色；本籍名±不乏其人，为乡土生辉。包世

臣，漕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其二洽法理论著作《艺舟双

楫》下篇，后世学者极为推重，为书风变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朱i辱，清代犬藏书家，设“小万卷斋”，藏书十万余卷，

堪与磨代薛稷、沈俭期，宋代谢泌、杨微之相媲美。程金生，

以毕生帮力研究并实践泥活字Ej】蜀l术，在我国印刷史上留下了光

辉的一页。近代塌朴安、。驹怀琛，当代吴作人、吴组缃、吴玉

如、吴小如、胡道静，朱践耳等，都在文化艺术方面取捋很大成

就。

泾县文化源渊漉长，盛衰起伏，其中莫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

有着直接关系。精代乾隆黧庆年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比较繁

荣，；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泾县的茂林，黄田，溪头等地人文荟

萃，文风兴盛；而到成丰同治年间，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萧

条，兵燹四起，文化遭直接破坏。仅以藏书为例，朱珞的“小万

卷斋"，涵锡恩的“约园”等，都于此时遭毁，所藏散失无遗。

民国年闻，政局动荡，民不安生，除新四军军部驻云岭期间抗战

文化一度繁荣，给人耳日一新之外，其它盱寸期泾县的文化枣业贝f上

几乎没有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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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通人和，经济发

鼹．人民群众热情奔放，引吭高歌，歌颂共产党，歌颁新中国·

唱歌，跳舞，演戏，各种文化活动遍及城乡。l 9 5 6年1月，

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

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古老的径县文化展现出一片勃勃

生机。
。

1 9 5 7年以后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止有过严重

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j造成了

不章的后果，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

进刀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裔指标，瞎指挥、浮夸

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颅错误严重泛滥，国民经济

在l 9 5 9年到l 9 6 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弼人民遭到重大

损失。在此期间，泾县的文化工作也与全国各地一样，表现为强

迫命令、浮夸和瞎指挥。要求“放卫星，，，要求“人人会写诗，

个个会作画弦．，所谓全县“创作民歌3 5万酋"’t“俱乐部2 3 1

个”、“业余剧团2 6 9个秒，“宣传队G 9 4个"、“创作组

8 9个"等等，尽属浮夸l为了绺现人民公社的“·大二公"， 。

体现“大跃进中文化大发展"，有的地方还强迫建立所谓“五

嗣’’业余剧团，即以公社为单位，集中文艺活动骨干，同吃，同

住、同生产、同学习，同活动。严重违反业余文化活动规律，挫

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其间的诗歌、散文i小说、戏曲、美术

作品等，多半是歌颂浮夸，粉饰太平，造成恶劣影响。不久，国

民经济严重困难，饥荒空前。文化工作急转低潮，活动组织纷纷

解散，文化馆站等也都停止活动。l 9 6 O年冬，党中央开始纠

正农村工作申的“左刀倾错误，实行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国民经济明显好转。文化工作也随之贯彻“业余，．自愿、小

型、多样”的原则，文化馆站等开始恢复，文化活动逐步开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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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6 6年至l 9 7 6年‘‘文化大革命一期间，党、国家稻

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I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匿

民经济严重衰落。文艺界首当其冲，蒙受严重灾难。绝大多数报

刊图书禁止发行，绝大多数戏剧、电影及各种文艺作品被禁锢I

代之而起的无非是“忠字舞，，，“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刀．

文艺创作受口三突出"严重束缚， “千人一面，万人一腔乃．泾

县自然也不例外，文化科陷于瘫痪，文化站全部撤销，新四军军

部纪念馆、图书馆，剧场只留下一两个人看门，黄梅戏剧团下放

农村“斗批改"J图书流失，戏剧行头烧毁，文化馆和图书馆馆

舍也被“公检法军管小组，，无条件占用，文化干部或调离，或

“下放Ⅳ，或长期抽调在外。文化事业遭极大挫折，文化生活极

为贫乏。．1 9 7 2年以后，鉴于下乡知识青年对文化生活的迫切

需求，开始举办一些文艺会演和戏曲、文学，美术学习班，培养

了一批文艺骨干，为以后的群众文化活动奠定了一定基础。

l 9 7 6年l 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

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泾

县的文化事业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崭新局面。各种业余文

化组织恢复活动，多种职业表演团体自发建立，电影电视日趋普

及I乡镇影剧场普遍建立，各种文化设施逐年增加，以集镇为中

心的文化活动中心开始形成，群众文化生活普遍改善。文物保护

与征集工作进一步开展，编写了《泾县文物志》，新四军军部旧

址纪念馆正式开放I文艺创作活动的普及与深入，形成一支较有

活力的创作队伍。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在省内外发表各类文学

艺术作品l 0 0 0余件．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泾县文

化局创办了内部刊物《云岭》，巳发行r 4期，在征集新四军史

料和推动本县业余创作活动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引起了省内

外有关人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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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三百里，佳境千万曲。有着悠久文化历史和革命传统的

弪县，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正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创造着更加灿烂的文化，描绘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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