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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文化馆外景

遂宁市图书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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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在上海世博会上演的大型杂技歌舞剧《姊妹观音》

多次荣获国际大奖的市杂技团节目(】页碗)

谭晶来遂宁演唱《人间遂宁》

荣缺国家组罐凳册戏剧小品‘婿闰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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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近年创作出版的部分文艺书籍



市JlI剧团建团20年庆

蓬溪县洞经音乐

影响深远的“国际黄峨学术研讨会

暨第八届中国散曲研讨会”在遂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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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辉画作《民族魂》

黄梦丹电视剧《死水维澜》剧照



精彩纷呈的遂宁建市20周年文艺演出

深受群众欢迎的春节“送文化下乡”活动

全市群众文艺创作品牌性活动“涪江之秋”

文艺调演

广泛开展的遂宁社区群众文化活动

霸黝到



船山区南津路桃子龙表演

南强镇金鱼村宋瓷发掘现场

北京科影厂在遂宁安居镇拍摄《科教电影在农村》

【】
宋瓷瑰宝“青釉荷叶盖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文化市场稽蠢人员巡查网吧

收缴的赌博游戏机

集中销毁非法出版物

突击检查黑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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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地方志丛书之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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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涪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序
●杨辉国

事非成败

一壶浊酒

这首《临江仙》，系明朝状元杨慎所作。杨

慎的妻子是观音故里遂宁的才女黄娥，那杨慎

(字升庵)自然就是遂宁的女婿了。 我信手将

杨升庵这首词拈来，改动了一字，将“长江”改

为“涪江一，付于卷首，作为这本《遂宁市文化

艺术志》的开场白，用以表明遂宁市人杰地灵，

人才辈出，文风昌盛，文化强市。

<遂宁市文化艺术志》以45万余字的篇幅，

从唐贞观元年(公元785年)上溯，到公元

2010年9月下限，书写了遂宁市1325年的文化

史。编辑它历经十五年，终于与读者见面，它的

出版标志着遂宁文化史志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显

著成果，结束了我市长期以来没有文化类史志的

历史。

史志具有存史、资治和教化三大功能，我国

自古就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的名言，历为执政者所重视。

修志是一项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它要求我们必须为实践党的基本路线

和完成党的历史任务服务。需要以严谨求实的精

神，不仅写好志书研究历史状况是什么，而且要

开展地情研究说明历史过程为什么，还要当好参

谋推动历史前进干什么。认真总结好历史的经验

教训，才能充分发挥志书“资政、教化、存史”

的作用。

<遂宁市文化艺术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1·

口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

是，较为系统地记载了遂宁自唐代以来至公元

2010年关于人文方面的事件，主要和着重记载了

遂宁建市25年来文化系统的工作和成绩，对于后

人了解这一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脉络，科学制订

遂宁未来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价值。

遂宁人杰地灵，向以文化昌盛著称，但许多

外地人甚至遂宁人都不太了解遂宁的历史文化。

本书作为一部乡土文献和工具书，可以让读者认

识到遂宁不仅是纺织食品城、山水园林旅游城，

而且还是一座拥有深厚文化底蕴、人文辈出的历

史文化名城，从而起到了解遂宁、宣传遂宁继而

热爱遂宁的功效。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今天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我们各级文化

工作者要紧跟时代发展进步潮流，与时俱进，不

断研究新课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新时期的修志，首先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吸收其民族的精华，剔除

其封建糟粕，同时还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充分体现出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

本书打破了编史修志的“经院”色彩，积极编写

出了老百姓能看得懂的“百姓志”、 “大众

志”，形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志。

盛世修志是要花大功夫的，尤其在收集历史

资料方面最为艰难，不仅要在故纸堆里去搜寻，

还要遍访当年知情人，有的内容还需要去现场考

证，然后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反复查证、核实，力

求准确严谨，最后才是按照志书体例和书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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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撰写，可谓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遂宁市文化艺术志》自1995年起就着手编

纂，由市文化局史志办及文学艺术创作办公室牵

头实施，聘请了市艺术馆老馆长吴时学和市艺术

学校老校长王耀荣两同志大力收集、编撰，以后

又聘请了遂宁市文化界的退休副编审张帆进行最

后收集、整理、编辑，其间因其他公务有所间

断，后又反复修改。2003年开始由市文学艺术创

作办公室增补了1998年至2004年的内容。

2010年5月，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发出通

知，加快编印《遂宁市文化志》，遂宁市文化局

一2一

成立了编辑领导小组，责成专人整理、编辑，增

加了2005年至U2010年6月底止的内容。至此本书

终于完成，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已经审查通过，

堪称“十五年磨一剑”。

在《遂宁市文化艺术志》正式出版面世之

际，我谨向参与本书编撰工作的单位和同志，向

关心、支持本书编撰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最衷

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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