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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贺的喜事。
·

·

通山县是块古老文明的土地。，富水沿岸古村落遗址的发现，

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就在这里劳动生息；青铜酒器“爵”

和古乐器。甬钟”， “纽钟’’的出土，证实了通山县早在3000年‘

前就步入了人类文明时代。历代遗留下来的，．为世人瞩目的文学艺

术品，充分显示了通山人民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但是，在这漫长

的历史年代，劳动人民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特别是．

1840年以后近百年的内忧外患，使得通山地瘠民贫，文化落后d

1927年的通山暴动，缺乏文化的通山人民第一次从粉墙上的大标语

认识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涵义。1929

年，何长工、李灿率红五纵队来通山，初创鄂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

面，建立了红色政权，各种群众性的文艺宣传队伍逐步形成，并出

现了建制完备的剧团；1 930年彭德怀率红五军来通山，提出了“加

紧实施共产主义教育是当前迫切的任务”的口号，随后，宣传队、

粉笔队，俱乐部、新戏团、读书社纷纷涌现。此时，通山县才开始

放出灿若朝阳的革命文艺之花。 ’，

1 949年5月，通山解放c党和人民政府对苏区人民的文化生活

关怀备至，随着经济的逐步好转，各级文化机构逐步建立。在“百

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文艺创作、戏剧演出、群众 ‘、

。。
I

r＼



序

文化、图．书事业，电影放映、文物考古等各项文化艺术活跃起来

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Ct全会，给我县文化艺术事业吹来了春

风。广大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空前高7张·相继成立的各

类文学艺术社团，为繁荣通山人民的文化生活，推进两个文明建设

而争奇斗艳。到1985年底，县、区、乡。村四级文化网己基本形

成，电影放映遍及城乡，乡剧团和图书网点星罗棋布，1民歌、民

乐、民舞及民间美术搜集整理工作成绩显著，文博事业也取得了丰

硕成果。

《通山县文化志》对通山文化艺术事业的演变发展过程作了较为

详尽记载。观点较正确，资料较翔实，体例较完备。这部专志将给

我们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谱写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新篇章以有益的

借鉴和启迪。遵嘱，特以此为序。

枣易婶
__

●’

一灿八八杏八日
(序文作者为通山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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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凡 乏例
、一+。 。：：：

一，本志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iY,-服务的方针，按照实事求

是、详近略远、立足当代．服务四化的要求进行编写。 ，¨

二、根据文化系统实际，本志书涉及年代较远。。上溯不限，下

限定为l 9 8 5年。大事记则记述到1 9 8 7年止。．。．，⋯：．．

三、志书共分l l章4 4节，计2 1万字。事以类归，横排竖

写。力求言简意明，结构严密。。 ．

四、坚持寓褒贬于记事中。偶有议论，‘也绝不逾越历史真实。

一五、，本志书表述方法取“图、表、志．传．录’’五种Q照片附

于专章之后。+

；六一志书中选录的文学作品，一般选自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作

品。 一 ⋯．_
。．

．、

．．

’七、本志书对一些专用语，一般按照>--j惯简称口如“通山县?

称为“本县一， 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建国前”， “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称为“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等。 ．‘

+‘
‘-

、

一”
，

八、本志书纪年，大事记以公元纪年，括号附记朝代纪年；清

代前用朝代纪年，民国时用民国年号，括号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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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山，历史悠久，山川壮丽，文化灿烂。考古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耐代就

在这里劳动、生息．墩头山出土的石斧石刀，’郭家岭出土的甬钟，一磨盘山出土的铜剑等

等，是通山人民智慧、勤劳的象征。道教圣地九宫山、太平山的古刹和石雕神像，历

代文人墨客为之咏叹的通羊八景，举世瞩目的闯王陵，千峰苍翠，万壑竞流的老崖尖自

然保护区，鄂南避暑胜地九宫山等，一直使通山人民引以为骄傲。具有地方特色的汉戏，‘

采茶戏、挖山鼓、民歌和传统故事被后人视为民间文艺瑰宝。汉剧师祖余庆官，怪杰

搿夹板龟”周锡高和汉剧艺术教育家舒二喜等对汉剧艺术所作的贡献，为湖北省汉剧界

所重视。明代朱廷立，。舒宏绪，清代唐振烈，朱静霄(女)，民国时期的郑远谋，夏逢

时，石瑛等人的诗文至今仍脍炙人口。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何长工，

肖克、程子华、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红军转战鄂东南，开创通山县革命根

据地，创造革命的，充满活力的鄂东南苏区文化，更能使通山人民引以为自豪。当时苏

区文化工作坚持“大众化、通俗化”的原则，运用各种形式宣传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

理，宣传红军战绩，不但为唤起民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而且还为后来贯彻执行革命文艺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

根据“业余，自愿，小型、多样、节约"的原则，先后建立了乡剧团，俱乐部、文化

室、图书室等业余组织，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文化活动，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文

革，，期间，全县5个文化站均停止活动，农村俱乐部、乡剧团等业余文化组织统统被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代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群众文化出现了新局面。到

1 9 8 5年止，农村文化站发展到1 5个，其中区(镇)中心叉化站9个，乡文化站8

个，共有职工4 2人．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各地业余采茶剧团、业余楚剧

团和业余汉剧团等重新活跃起来。1 9 8 5年，各类乡剧团达9 5个。
●

人民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搜集和整理工作亦十分重视。县文化馆继编纂

《通山民间故事选》之后，搜集，整理，编印了《三国故事传说集》、《李闯王传说》

《李闯王在通山》等历史资料丛书。1 9 7 8至1 9 8 2年，组织专班搜集通山民歌千

l



概述

余首，同时整理《梅花》、《山佰歌》，《海棠花》，《手巾记》，《小樱桃》等长篱

叙事山歌1 2部计8 0 0 0余首。1 9 8 5年1 1月，在文化馆举办的民间美术展览上

展出的雕刻、刺绣、绘画、编织、剪纸等工艺美术品共6 7 6件。其中清乾嘉年间的

“通山木雕看柜，，引起了省地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很大兴趣。后送北京展出，被习仲

勋，陈丕显等中央领导赞为民间瑰宝。

文学创作。从清道光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尚肴2 0余部文学著作存世。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鄂东南新戏团罗连，刺正魁、张友海等创作的《送夫参军》、《工农

路会》，《十恨民团》、《活捉张辉瓒》，《罗伟就义》、《伍岭洋清乡》等汉剧节

目，深受群众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速写《买牛》，诗歌《快乐不由媳：}等

在全国刊物发表。1 9 5 8年提出“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但有份量的问世作品很少，

而女农民程桃英的诗《烧茶歌》却广为群众传诵。省庆祝建国十周年成就展览，此诗以

全开纸的篇幅展出。六十年代以后，出现《血泪宗祠》、《春笋》、《富水红渡》、

《山》、《草鞋曲》等优秀文学作品；1 9 7 6年以后的9年中，发表在地区级以上刊

物的文学作品达1 7 0余篇，是1 9 4 9一l 9 7 6年总和的7倍．民歌《倒插花》、

《看龙灯》等在省赛中获奖，其中楚剧《遭贬官》在1 9 8 4年湖北省首届戏曲节汇演

大会上获银牌奖，为湖北较有影响的获奖作品，国画《放》参加全国第三届青年美展’

摄影作品《期望》、《前哨》、《小憩》等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成赣。

汉剧和采茶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清乾隆时，被称为“戏仙”的余庆官就长

住汉阳教戏，唱戏，怪杰‘‘夹板龟’’周锡高曾受到乾隆赏赐；明末清初，被后人称作汉

剧艺术教育家的舒二喜，曾连续兴办1 2期汉剧科班，其门下名优辈出，至今留世知名

演员仍有6 0余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龙燕剧团戏曲主任张友海、导演

傅正一为戏剧事业作出了贡献。苏区新戏团演职员不怕流血牺牲，开展战地宣传的革命

精神永为后人敬佩。民国时期，驻汉献艺的朱洪寿被誉为“二净中之一代宗师”；解放

后，曾在汉挂牌演出的涂才南，被人称为“下路子吴天保矽，老艺人张玉娥(青衣)、、陶云

龙(小生)分别在汉剧《失子惊疯》和《拷寇》中的表演艺术均给后人留下了美好的记

忆，合作化时演出的《两兄弟》，肃反中演出的《十五贯》等都受到上级机关和各界的

重视，演出场次均超百场。1 9 5 8年，通山县汉剧团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龙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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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戚继光斩子>等剧目，上山下乡，全年演出5 O 4场，荣获全省。五好剧团砑称号，。，

并受到中共通山县委和通山县人民委员会的嘉奖。六十年代初，汉剧团负责入出席期北
． ● ，

省群英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搿通山县地方采茶剧团刀在全省戏剧汇演大会上演出《
， ．

失错并边》博得省戏剧界的赞赏。湖北省歌剧院长程云在《长江戏剧》杂志。．k撰文说

缸通山采茶戏正在新生黟。“文革”爆发，文化遭劫。县汉剧团停演解散j乡剧团偃旗息

鼓，采茶剧目被查封，戏剧舞台停锣落幕。粉碎囊四人帮一以后i戏剧事业开始复苏．。文

化局组织力量对驰名省内外的汉剧戏曲教育家舒二喜及汉剧表演家余庆官等戏剧名人的

艺术成就进行调查整理．县文工团上演的大型歌剧《刘三姐》，仅城关地区就连续演出

了4 0场，观众达8万余人次，破历史记录，县楚剧团首次到江西省武宁，修水等县演出

《站花墙》，《桃李梅》、《猪八戒招亲》，《鸳鸯谱》，．《萧湘夜雨：}等剧目受到

欢迎。尔后在湖北省首届戏曲节汇演大会上演出了新编历史剧《遭贬官》一举获得创作、

演出，音乐，舞美，演员五项银牌奖和字幕特别奖。

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图书、电影事业发展迅速。1950年，县文化馆就设有“图书阅

览室"，1958成立“通山县图书馆’’。1985年，图书馆藏书达3．7万册，134个农村图

书室藏书4．4万册’在图书发行方面，由于县书店抓紧了门市及网点建设，图书销售点

发展到260个，形成了上下一条线，网点连成片的农村图书发行网；电影放映遍及城乡．

1985年全县已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136个县公司对各站，院实行囊经济承包，超利分

成”的责任制，年度完成发行收入20万元，成为成宁地区先进典型。

建国后，文博事业发展也很快。早在1 9 5 0年，通山县人民政府确定文博工作由

“通山县群众文化馆"兼管。l 9 5 8．年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次年公布第一批文物

保护单位，l 9 8 2年进行了第二次文物普查，进一步考证落实革命旧址2 l处，查清生

物化石点8处，古文化遗址4处，古建筑6处，古石刻和古墓葬多处。长期为一丘荒冢

的“李自成墓”(位于九宫山北麓的牛迹岭下)，建国后被列为通山县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I 9 5 6年l 1月，被列为湖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并配专职干部1人．

1 9 5 7年以来，国家逐年拨款修建“闻王陵"，1 9 8 0年设立“湖北省通山县李自

成墓文物管理所"．至1 9 8 5年，“闯王陵’’的门楼、墓冢和陈列馆修葺一新，共占

地面积达l 2 0亩。年均接待拜谒闯王陵的全国各地游人达2万人次．1 9 8 5年，

米自全国的部分史学家计6 0余人雅聚通山城，讨论了李自成的归宿问题，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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