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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

反映．佛山是一个古城、珠江三角洲的重镇，早在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其文化发展，除了

具备与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相类似的共性

外，还因本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产发展的特点

而存在着不少地方特色，其中，有些地方特色甚至

是很鲜明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力求在本志中反映

出来，这就是要修地方文化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阅读本志，还可以了解到：自1949年10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在文化建设方

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均是前所

未有的．只要翻阅一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几套佛

山旧志，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和感受。然而，本志

所载的。文化”，其内涵仅是指狭义上的。文化”而

言，并不指广义上的囊括佛山历史上物质与精神

财富总和的“文化”的内涵。尽管如此，也可体现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城市、乡镇的经济发展

和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之一斑。

《佛山市文化志》承先启后，与其他志书一样，

可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

发展，佛山市文化事业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我

市文化工作者和一切关心文化工作的同志们以之

为鉴，继往开来，为谱写佛山市文化工作新篇章而

努力。然而，限于水平和时间，本志的错误和不足

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谭 锡

1987年6月



凡 例

凡 例
一、‘佛山市文化志》所记述的行政区域范围

是佛山地区与佛山市合并前的佛山市，印合并后

的城区与石湾区，面积20．6平方公里，人口

34．530万，地、市合并后的佛山市所管辖的县不

包括在内．

二、本志记述的时间上限，部分资料上溯至

宋代，下限截至1986年12月31日，部分资料记

述至1990年5月。

三、本志对于地、市合并前佛山地区文化局

的情况不作详述，仅在附录中列表说明其主要领

导干部的更迭情况．

四、本志中出现的。建国前(后)”是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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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机构设置沿革



坼迹J·爵、得名f：庸的文化古被——佛i山

1庸贞舰二年的石{旁<佛山)。

2、3整洁、文明、羹丽的佛山市区。

4风景秀丽的中山公园。

5蝣客如‘的佛山闹市。



第一章文化机构设置沿革 3

第一节建国前文化机构设置概况

清代以后，佛山为镇建制，隶属南海县。佛山镇的文化教育由南海县政

府社会教育课统管．镇内的文化机构，有一所南海县民众教育馆。该馆建于

1933年11月(民国22年)，馆址设在中山公园内的秋声馆。建馆初期，由傅

炳钧任总千事，兼理电影戏剧审查，有员工5"--,6人，均是义务兼职。馆内机

构设音乐组和戏剧组，附设夜校一间，校址设在精武会附近的一所民房内。南

海县民众教育馆直属南海县政府社会教育课领导。开展演剧、歌咏、政治及

社会常识讲座、书报阅览和图片、书画展览等活动，30年代曾举办过佛山书

画家黄少强画展，陈凝丹画展。夜学则以鹰咀沙一带水上船民子弟为对象，进

行义务识字教育。．

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馆址被日本军队拆毁，民众教育馆停办。1947年

初，复办馆址建于中山公园佛山精武会前左侧，馆长陈博渊，主任黄大权，副

主任吴光炽，总干事曾卓南。设总务、宣传、社会教育、展览股，各股干事

多聘请社会人士兼任。馆内设有书报阅览室和小舞台，小舞台的后台延通室

外的精武会体育场，可用作露天剧场演出曲艺节目．

1949年8月，馆内有价值的图书被汉奸黄侠生掠夺一空。负责人因经费

无着无法开展活动，离馆去了外地，其余员工纷纷散去。馆址被国民党保安

特务团占据，民众教育馆名存实亡。

佛山曾有流动图书馆一所，成立于1929年，地点在永兴街(今永隆街

内)7号。1934年12月，南海县政府发出命令，以。佛山流动图书馆组织尚

欠健全，内容亦未充实一为由，将流动图书馆并入县立民众教育馆。

第二节建国后佛山市文化局及所属
文化机构设置沿革

一、文化局行政管理机构设置沿革

1949年10月15日，佛山宣告解放。11月，中国共产党中南局华南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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