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霾匿鬟囊l鋈鋈雾雾蓁冀霪羹鬟鋈囊薹雾雾纂薹菱霾蓬



．；?一一⋯
埤

(下册)

一． ，●

执主主
行

’

王
编编修

傅李胡
乃振
吉雨宪

委少
^

幸刀

百

卸
承一lrlh掣‘
'

差

厂多户／／弓



4二

j l

应 C旁右l
传√f ．J，也·

昌 M u L u

星 ．

删 圳

J-

嚣 鬟。_-：¨一，j囊爰鞠
亡=] 》。t 5“。0。．，”‘-一。‘”畚_．。：i K·墨。彗0‰1。?。薹

黜 睡i斌嚣!浏
嚣 乎‘々毫量毪惹





下册

第二+四卷文化体育

第一章群众文化⋯⋯⋯⋯⋯⋯(1330)

第一节文化网点⋯⋯⋯⋯⋯(1330)

第二节民间文艺⋯⋯⋯⋯⋯(1331)

附：畲族《狗王歌》⋯⋯⋯⋯⋯⋯(1333)

第三节文艺活动⋯⋯⋯⋯⋯(1335)

第四节文化市场⋯⋯⋯⋯⋯(1338)

‘第二章文化艺术⋯⋯⋯⋯⋯⋯(1341)

第一节戏剧⋯⋯⋯⋯⋯⋯(1341)

第二节文艺创作⋯⋯⋯⋯⋯(1346)

第三章图书报刊⋯⋯⋯⋯⋯⋯(1355)

第一节图书发行⋯⋯⋯⋯⋯(1355)

第二节图书藏阅⋯⋯⋯⋯⋯(1358)

第三节报刊⋯⋯⋯⋯⋯⋯(1361)

第四章电影⋯⋯⋯⋯⋯⋯⋯(1362)

第一节影片放映⋯⋯⋯⋯⋯(1362)

第二节影片发行⋯⋯⋯⋯⋯(1363)

第五章广播电视⋯⋯⋯⋯⋯(1364)

第一节广播⋯⋯⋯⋯⋯⋯(1364)

第二节电视⋯．．．⋯⋯⋯⋯(1366)

第六章文物⋯⋯⋯⋯⋯⋯⋯(1369)

第一节历史文物⋯⋯⋯⋯⋯(1369)

第二节革命旧址和革命文物⋯⋯⋯

⋯⋯⋯⋯⋯⋯⋯⋯⋯⋯⋯⋯⋯⋯(1376)

第三节文物普查与保护⋯⋯(1379)

第七章体育⋯⋯⋯⋯⋯⋯⋯(1380)

第一节机构与设施⋯⋯⋯⋯(1380)

第二节群体体育⋯⋯⋯⋯⋯(1381)

第三节竞技体育⋯⋯⋯⋯⋯(1386)

第四节体育科研与宣传⋯⋯(1389)

附：体育彩票⋯⋯⋯⋯⋯⋯⋯⋯(1390)

第二十五卷教育

第一章古代教育⋯⋯⋯⋯⋯⋯(1394)

第一节儒学、社学、私塾⋯⋯(1394)

第二节书院⋯⋯⋯⋯⋯⋯(1396)

附：象山书院历代山长名录⋯⋯(1396)

第三节办学思想与成就⋯⋯(1398)

第二章基础教育⋯⋯⋯⋯⋯⋯(1400)

第一节幼儿教育⋯⋯⋯⋯⋯(1400)

第二节小学教育⋯⋯⋯⋯⋯(1403)

第三节中学教育⋯⋯⋯⋯⋯(1413)

第四节特殊教育⋯⋯⋯⋯⋯(1425)

第三章中等职(专)业教育⋯⋯(1426)

第一节师范教育⋯⋯⋯⋯⋯(1426)

第二节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428)

第三节其他职(专)业教育⋯(1429)

第四章高等教育⋯⋯⋯⋯⋯⋯(1430)

第一节院校⋯⋯⋯⋯⋯⋯(1430)

，第二节高考⋯⋯⋯⋯⋯⋯(1432)

第五章成人教育⋯⋯⋯⋯⋯⋯(1434)

第一节扫盲教育⋯⋯⋯⋯⋯(1434)

第二节函授⋯⋯⋯⋯⋯⋯(1436)

第三节职工教育⋯⋯⋯⋯⋯(1436)

第六章电化教育⋯⋯⋯⋯⋯⋯(1438)

第一节机构与设施⋯⋯⋯⋯(1438)

第二节电化教育成果⋯⋯⋯(1439)

第七章教师⋯⋯⋯⋯⋯⋯⋯(1441)

第一节队伍⋯⋯⋯⋯⋯⋯(1441)

第二节教师待遇⋯⋯⋯⋯⋯(1446)

第八章教育改革与科研⋯⋯⋯(1448)

第一节教育改革⋯⋯⋯⋯⋯(1448)

第二节教学科研⋯⋯⋯⋯⋯(1451)

第九章教育行政⋯⋯⋯⋯⋯⋯(1454)

第一节行政机构⋯⋯⋯⋯⋯(1454)

第二节学校管理⋯⋯⋯⋯⋯(1455)

第三节教育经费⋯⋯⋯⋯⋯(1456)

第四节督导⋯⋯⋯⋯⋯⋯(1461)

第五节校舍建设与危房改造⋯⋯⋯

⋯⋯⋯⋯⋯⋯⋯⋯⋯⋯⋯⋯⋯⋯(1461)

第二十六卷著作

第一章古、近、现代主要著作⋯(1467)

第一节图书存目⋯⋯⋯⋯⋯(1467)

第二节诗文选⋯⋯⋯⋯⋯⋯(1472)

第二章当代图书简介⋯⋯⋯⋯(1491)

第一节自然科学类⋯⋯⋯⋯(1491)

第二节社会科学类⋯⋯⋯⋯(1494)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三节文学艺术类⋯⋯⋯⋯(1498)

第三章当代作品选目⋯⋯⋯⋯(1504)

第一节自然科学类⋯⋯⋯⋯(1504)

第二节社会科学类⋯⋯⋯⋯(1515)

第三节文学艺术类⋯⋯⋯⋯(1530)

第二十七卷民族宗教

第一章政府管理机构⋯⋯⋯⋯(1546)

第一节市政府管理机构⋯⋯(1546)

第二节县(市、区)政府管理机构⋯⋯

⋯⋯⋯⋯⋯⋯⋯⋯⋯⋯⋯⋯⋯⋯(1546)

第二章民族⋯⋯⋯⋯⋯⋯⋯(1547)

第一节民族构成⋯⋯⋯⋯⋯(1547)

第二节畲族⋯⋯⋯⋯⋯⋯(1549)

附：贵溪县教育局《关于对少数民族教育

事业实行优惠政策的情况汇报》⋯⋯(1554)

第三节樟坪畲族乡⋯⋯⋯⋯(1556)

第四节民族工作⋯⋯⋯⋯⋯(1559)

第三章宗教⋯⋯⋯⋯⋯⋯⋯(1561)

第一节佛教⋯⋯⋯⋯⋯⋯(1561)

第二节天主教⋯⋯⋯⋯⋯⋯(1563)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空军后勤

部(批复)同意换空南赣字EP23号坐落房地

产⋯⋯⋯⋯⋯⋯⋯⋯⋯⋯⋯⋯⋯⋯(1565)

第三节基督教⋯⋯⋯⋯⋯⋯(1566)

第四节宗教工作⋯⋯⋯⋯⋯(1568)

第二十八卷卫生

第一章卫生行政⋯⋯⋯⋯⋯⋯(1574)

第一节行政机构⋯⋯⋯⋯⋯(1574)

第二节医政⋯⋯⋯⋯⋯⋯(1575)

第三节药政⋯⋯⋯⋯⋯⋯(1577)

第四节卫生经费⋯⋯⋯⋯⋯(1579)

第二章医疗机构⋯⋯⋯⋯⋯⋯(1580)

第一节地方医院⋯⋯⋯⋯⋯(1580)

第二节部队及驻鹰单位医院⋯⋯⋯

⋯⋯⋯⋯⋯⋯⋯⋯⋯⋯⋯⋯⋯⋯(1584)

第三节乡(镇)、村医疗卫生机构⋯⋯

⋯⋯⋯⋯⋯⋯⋯⋯⋯⋯⋯⋯⋯⋯(1586)

第三章医疗护理⋯⋯⋯⋯⋯(1591)

第一节中医⋯⋯⋯⋯⋯⋯⋯(1591)

4

第二节西医⋯⋯⋯⋯⋯⋯⋯(1592)

第三节中西医结合⋯⋯⋯⋯(1594)

第四节护理⋯⋯⋯⋯⋯⋯⋯(1594)

第五节援外医疗⋯⋯⋯⋯⋯(1596)

第四章卫生防疫⋯⋯⋯⋯⋯⋯(1596)

第一节防疫机构⋯⋯⋯⋯⋯(1596)

第二节防疫监督⋯⋯⋯⋯⋯(1597)

第三节传染病防治⋯⋯⋯⋯(1604)

第四节地方病防治⋯⋯⋯⋯(1612)

第五节性病防治⋯⋯⋯⋯⋯(1613)

第五章妇幼保健⋯⋯⋯⋯⋯⋯(1614)

第一节妇幼保健机构⋯⋯⋯(1614)

第二节妇女保健⋯⋯⋯⋯⋯(1615)

第三节儿童保健⋯⋯⋯⋯⋯(1617)

第四节国际合作项目⋯⋯⋯(1618)

第六章爱国卫生运动⋯⋯⋯⋯(1619)

第一节除害灭病⋯⋯⋯⋯⋯(1619)

第二节城乡卫生⋯⋯⋯⋯⋯(1620)

第三节卫生宣传教育⋯⋯⋯(1621)

第二十九卷血吸虫病防治

第一章疫情疫区⋯⋯⋯⋯⋯(1625)

第一节疫情⋯⋯⋯⋯⋯⋯(1625)

第二节疫区⋯⋯⋯⋯⋯⋯(1626)

第三节病情⋯⋯⋯⋯⋯⋯(1627)

第四节螺情⋯⋯⋯⋯⋯⋯(1628)

第五节危害⋯⋯⋯⋯⋯⋯(1628)

第二章机构队伍⋯⋯⋯⋯⋯⋯(1629)

第一节血防机构⋯⋯⋯⋯⋯(1629)

第二节血防队伍⋯⋯⋯⋯⋯(1631)

第三章综合防治措施⋯⋯⋯⋯(1632)

第一节查灭钉螺⋯⋯⋯⋯⋯(1632)

第二节治病⋯⋯⋯⋯⋯⋯(1635)

第三节两管⋯⋯⋯⋯⋯⋯(1637)

第四节考核鉴定⋯⋯⋯⋯⋯(1638)

第四章监测巩固⋯⋯⋯⋯⋯⋯(1640)

第一节螺情监测⋯⋯⋯⋯⋯(1640)

第二节传染源监测⋯⋯⋯⋯(1642)

第五章总结表彰与社会效应⋯(1644)

第一节庆祝活动⋯⋯⋯⋯⋯(1644)



第二节纪念活动⋯⋯⋯⋯⋯(1645)

第三节社会效应⋯⋯⋯⋯⋯(1647)

第六章疫区变化⋯⋯⋯⋯⋯⋯(1648)

第一节人变⋯⋯⋯⋯⋯⋯(1648)

第二节地变⋯⋯⋯⋯⋯⋯(1649)

第三节生活变⋯⋯⋯⋯⋯⋯(1649)

第三十卷中国共产党鹰潭市委

第一章组织机构⋯⋯⋯⋯⋯⋯(1653)

第一节领导机构⋯⋯⋯⋯⋯(1653)

第二节工作机构⋯⋯⋯⋯⋯(1656)

第三节政权、政协、军队、群团系统党

组织⋯⋯⋯⋯⋯⋯⋯⋯⋯⋯⋯(1661)

第四节市直和驻鹰单位党组织⋯⋯

⋯⋯⋯⋯⋯⋯⋯⋯⋯⋯⋯⋯⋯⋯(1661)

第五节县(市、区)委⋯⋯⋯⋯(1663)

第六节基层党组织⋯⋯⋯⋯(1665)

第二章重要会议⋯⋯⋯⋯⋯⋯(1668)

第一节代表大会代表会议⋯⋯⋯

⋯⋯⋯⋯⋯⋯⋯⋯⋯⋯⋯⋯⋯⋯(1668)

第二节全体委员会议⋯⋯⋯(1670)

第三节常务委员会议⋯⋯⋯(1674)

第三章组织工作⋯⋯⋯⋯⋯⋯(1677)

第一节党员队伍建设⋯⋯⋯(1677)

第二节党员教育与管理⋯⋯(1679)

，第三节干部审查与教育⋯⋯(1681)

第四节干部任免与调配⋯⋯(1683)

第五节青年干部培养⋯⋯⋯(1684)

第六节老干部管理⋯⋯⋯⋯(1685)

第四章宣传教育⋯⋯⋯⋯⋯⋯(1686)

第一节社会宣传⋯⋯⋯⋯⋯(1686)

第二节理论教育⋯⋯⋯⋯⋯(1690)

第五章统一战线⋯⋯⋯⋯⋯⋯(1692)

第一节落实政策⋯⋯⋯⋯⋯(1692)

第二节合作共事⋯⋯⋯⋯⋯(1693)

第三节党外干部工作⋯⋯⋯(1693)

第四节统战理论宣传⋯⋯⋯(1694)

第六章政策研究⋯⋯⋯⋯⋯⋯(1694)

第一节调研活动⋯⋯⋯⋯⋯(1694)

第二节大型调研⋯⋯⋯⋯⋯(1696)

第三节《鹰潭通讯》编辑⋯⋯(1696)

第七章纪律检查⋯⋯⋯⋯⋯⋯(1697)

第一节组织机构⋯⋯⋯⋯⋯(1697)

第二节党性党风党纪教育⋯(1698)

第三节违纪案件查处⋯⋯⋯(1699)

第四节冤假错案平反⋯⋯⋯(1700)

第五节纠风工作⋯⋯⋯⋯⋯(1701)

第六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1704)

第七节监察工作⋯⋯⋯⋯⋯(17c15)

第八章其他党务⋯⋯⋯⋯⋯⋯(1707)

第一节党校工作⋯⋯⋯⋯⋯(1707)

第二节党史工作⋯⋯⋯⋯⋯(1708)

第三节对台工作⋯⋯⋯⋯⋯(1709)

第四节保密工作⋯⋯⋯⋯⋯(1710)

第三十一卷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章会议⋯⋯⋯⋯⋯⋯⋯⋯(1715)

第一节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1715)

第二节市人大常委会会议⋯(1720)

第三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1739)

第二章组织机构⋯⋯⋯⋯⋯⋯(1740)

第一节市人大代表⋯⋯⋯⋯(1740)

第二节市人大会议组织机构⋯⋯⋯

⋯⋯⋯⋯⋯⋯⋯⋯⋯⋯⋯⋯⋯⋯(1743)

第三节领导机构⋯⋯⋯⋯⋯(1744)

第四节工作机构⋯⋯⋯⋯⋯(1745)

第三章监督⋯⋯⋯⋯⋯⋯⋯⋯(1748)

第一节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1748)

第二节实行部门执法责任制⋯⋯⋯

⋯⋯⋯⋯⋯⋯⋯⋯⋯⋯⋯⋯⋯⋯(1749)

第三节执法检查”．⋯⋯⋯⋯·(1749)

第四节视察⋯⋯⋯⋯⋯⋯(1755)

第五节评议工作⋯⋯⋯⋯⋯(1760)

第四章人事任免⋯⋯⋯⋯⋯⋯(1761)

第五章日常工作⋯⋯⋯⋯⋯⋯(17“)

第一节调研⋯⋯⋯⋯⋯⋯⋯(1764)

第二节议案和建议督办⋯⋯(1768)

5



I鹰谭市意I

第三节联系与服务代表⋯⋯(1771) 第一节协商监督⋯⋯⋯⋯⋯(1836)

第四节指导县乡人大工作⋯(1772) 第二节学习活动⋯⋯⋯⋯⋯(1837)

第五节信访受理⋯⋯⋯⋯⋯(1773) 第三节提案办理⋯⋯⋯⋯⋯(1837)

第六节人大宣传和理论探讨⋯⋯⋯ 第四节联谊活动⋯⋯⋯⋯⋯(1840)

⋯⋯⋯⋯⋯⋯⋯⋯⋯⋯⋯⋯⋯⋯(1776) 第五节视察活动⋯⋯⋯⋯⋯(1841)

第七节横向联系与对外往来⋯⋯⋯ 第六节调研活动⋯⋯⋯⋯⋯(1843)

⋯⋯⋯⋯⋯⋯⋯⋯⋯⋯⋯⋯⋯⋯(1777) 第七节反映社情民意⋯⋯⋯(1845)

第三十二卷人民政府 第八节文史工作⋯⋯⋯⋯⋯(1847)

第一章政府机构⋯⋯⋯⋯⋯⋯(1781) 第三十四卷民主党派地方组织

第一节领导机构⋯⋯⋯⋯⋯(1781) 第一章中国民主同盟鹰潭市委员会⋯

第二节工作部门⋯⋯⋯⋯⋯(1784) ⋯⋯⋯⋯⋯⋯⋯⋯⋯⋯⋯⋯⋯⋯(1852)

第二章施政方式⋯⋯⋯⋯⋯⋯(1792) 第一节组织⋯⋯⋯⋯⋯⋯(1852)

第一节市政府常务会议⋯⋯(1792) 第二节活动⋯⋯⋯⋯⋯⋯(1852)

第二节市长办公会议⋯⋯⋯(1792) 第二章中国农工民主党鹰潭市委员会

第三节市政府全体会议⋯⋯(1793) ⋯⋯⋯⋯⋯⋯⋯⋯⋯⋯⋯⋯⋯⋯(1855)

第四节市长分工负责制⋯⋯(1793) 第一节组织⋯⋯⋯⋯⋯⋯(1855)

第三章重大决议、规定⋯⋯⋯⋯(1793) 第二节活动⋯⋯⋯⋯⋯⋯(1855)

第一节决议⋯⋯⋯⋯⋯⋯(1793) 第三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鹰潭市委

第二节规定⋯⋯⋯⋯⋯⋯(1797) 员会⋯⋯⋯⋯⋯⋯⋯⋯⋯⋯⋯⋯(1857)

第三节通告⋯⋯⋯⋯⋯⋯(1803) 第一节组织⋯⋯⋯⋯⋯⋯(1857)

第四节布告⋯⋯⋯⋯⋯⋯(1806) 第二节活动⋯⋯⋯⋯⋯⋯(1857)

第四章政绩纪略⋯⋯⋯⋯⋯⋯(1806) 第四章中国民主建国会鹰潭市委员会

第一节第一届人民政府⋯⋯(1806) ⋯⋯⋯⋯⋯⋯⋯⋯⋯⋯⋯⋯⋯⋯(1859)

第二节第二届人民政府⋯⋯(18Cr7) 第一节组织⋯⋯⋯⋯⋯⋯(1859)

第三节第三届人民政府⋯⋯(1810) 第二节活动⋯⋯⋯⋯⋯⋯(1859)

第四节第四届人民政府⋯⋯(1813) 第五章九三学社鹰潭市委员会⋯⋯⋯

第五节第五届人民政府⋯⋯(1815) ⋯⋯⋯⋯⋯⋯⋯⋯⋯⋯⋯⋯⋯⋯(1861)

第三十三卷人民政协 第一节组织⋯⋯⋯⋯⋯⋯(1861)

第一章历届委员会⋯⋯⋯⋯⋯(1821) 第二节活动⋯⋯⋯⋯⋯⋯(1862)

第一节第一届委员会⋯⋯⋯(1821) 第三十五卷群众团体

第二节第二届委员会⋯⋯⋯(1822) 第一章工人团体⋯⋯⋯⋯⋯⋯(1867)

第三节第三届委员会⋯⋯⋯(1826) 第一节组织⋯⋯⋯⋯⋯⋯(1867)

第四节第四届委员会⋯⋯⋯(1828) 第二节活动⋯⋯⋯⋯⋯⋯(1868)

第五节第五届委员会⋯⋯⋯(1831) 第二章青少年团体⋯⋯⋯⋯⋯(1873)

第二章组织机构⋯⋯⋯⋯⋯⋯(1833) 第一节青年团体⋯⋯⋯⋯⋯(1873)

第一节委员构成⋯⋯⋯⋯⋯(1833) 第二节少年团体⋯⋯⋯⋯⋯(1875)

第二节领导机构⋯⋯⋯⋯⋯(1833) 第三章妇女团体⋯⋯⋯⋯⋯⋯(1876)

第三节工作机构⋯⋯⋯⋯⋯(1834) 第一节组织⋯⋯⋯⋯⋯⋯(1876)

第三章主要活动⋯⋯⋯⋯⋯⋯(1836) 第二节活动⋯⋯⋯⋯⋯⋯(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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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工商业团体⋯⋯⋯⋯⋯(1881)

第一节组织⋯⋯⋯⋯⋯⋯(1881)

第二节活动⋯⋯⋯⋯⋯⋯(1882)

第五章科学技术团体⋯⋯⋯⋯(1883)

第一节组织⋯⋯⋯⋯⋯⋯(1883)

第二节活动⋯⋯⋯⋯⋯⋯(1884)

第六章社会科学团体⋯⋯⋯⋯(1886)

第一节组织⋯⋯⋯⋯⋯⋯(1886)

第二节活动⋯⋯⋯⋯⋯⋯(1888)

第七章文学艺术团体⋯⋯⋯⋯(1891)

第一节组织⋯⋯⋯⋯⋯⋯(1891)

第二节活动⋯⋯⋯⋯⋯⋯(1892)

第八章其他社团⋯⋯⋯⋯⋯⋯(1896)

第一节宗教社团⋯⋯⋯⋯⋯(1896)

第二节红十字会⋯⋯⋯⋯⋯(1896)

第三节归国华侨联合会⋯⋯(1897)

第四节台胞台属联谊会⋯⋯(1898)

第五节老龄协会⋯⋯⋯⋯⋯(1898)

第六节残疾人联合会⋯⋯⋯(1899)

第七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1901)

第八节消费者协会⋯⋯⋯⋯(1902)

第三十六卷政法

第一章政法委员会⋯⋯⋯⋯⋯(1905)

第一节机构沿革⋯⋯⋯⋯⋯(1905)

第二节维护稳定⋯⋯⋯⋯⋯(1906)

第三节打击犯罪⋯⋯⋯⋯⋯(1906)

第四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19cr7)

第二章公安⋯⋯⋯⋯⋯⋯⋯⋯(1909)

第一节．机构⋯⋯⋯⋯⋯⋯⋯(1909)

第二节政治保卫⋯⋯⋯⋯⋯(1915)

第三节治安管理⋯⋯⋯⋯⋯(1919)

第四节交通管理⋯⋯⋯⋯⋯(1927)

第五节刑事侦查⋯⋯⋯⋯⋯(1932)

第六节治安巡逻⋯⋯⋯⋯⋯(1935)

第七节消防管理⋯⋯⋯⋯⋯(1938)

第八节铁路公安⋯⋯⋯⋯⋯(1944)

第三章检察⋯⋯⋯⋯⋯⋯⋯(1945)

第一节机构⋯⋯⋯⋯⋯⋯⋯(1945)

第二节刑事检察⋯⋯⋯⋯⋯(1949)

第三节经济检察⋯⋯⋯⋯⋯(1959)

第四节法纪检察⋯⋯⋯⋯⋯(1962)

第五节监所检察⋯⋯⋯⋯⋯(1966)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1969)

第七节民事行政检察⋯⋯⋯(19r73)

第四章审判⋯⋯⋯⋯⋯⋯⋯(1974)

第一节机构⋯⋯⋯⋯⋯⋯⋯(1974)

附：人民陪审员⋯⋯⋯⋯⋯⋯⋯(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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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第 因卷文化徘育l

据1996年版《贵溪县志》和1993年版《余江县志》记载，鹰潭自唐、宋以来，到清代止，留下

的著述与诗文，分别是贵溪的188种与余江的300篇。民国时期，贵溪县彭程万的《江西光复

后的政局》与余江县邹韬奋、吴迈的诗文在国人中影响较大。尤其是邹韬奋，不仅是文学家，还

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与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邹韬奋因极力主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

而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成为震惊全国的

“七君子事件”；民国33年(1944)病逝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对邹韬奋的

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鹰潭地区的文学艺术创作日渐繁荣起来，作

者遍及全市各个阶层。到90年代末，鹰潭在戏剧、报告文学、小说、诗词、散文、音乐、书画、工

艺美术等创作方面，已形成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艺术创作群体。全国最高奖项“《五个一》工程

奖”、“文华奖”、“曹禺文学奖”也相继在鹰潭落户。

清末民初，赣剧、三脚班以及贵溪的奶娘腔、目连戏、提线木偶戏为鹰潭群众喜闻乐见；武

术、划龙舟、举重、挤棍、狮子灯、罗汉灯等许多项目，也是鹰潭城乡极为流行的体育活动。民国

时期，群众文体活动增加了现代歌舞与现代体育项目；在县城有了管理与组织群众文体活动的

民教馆，办起了简易图书馆与兼营文具的书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鹰潭地区群众的文体

活动逐年丰富，种类与项目逐年增多；全市从上至下，以及乡(镇)、村都有了管理与组织群众文

体活动的专职机构，各种文体协会、学会遍及全市各部门、单位；广播、电视遍及城乡家庭；专

业、群众性的文体演出活动遍及全市城乡；市、县(市)区图书馆、书店、博物馆的数量与规模逐

年扩大。由于鹰潭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兴起，在文化、广电、出版等方面又

增加了管理与规范文化市场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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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群众文化

第一节文化网点

群艺馆

1984年4月，升格后的鹰潭成立了“鹰潭市群众艺术馆”，9月正式挂牌办公。下设艺术辅

导部、美术摄影部、戏剧调研部与办公室，定编18人。馆址设在梅园大道；1999年12月迁至湖

西路。

文化馆(站)

贵溪市 民国22年(1933)建立“贵溪县民众教育馆”，专司民众文化活动事宜，编制4人。

31年升格为乙级馆，下设教导、生计、文艺、总务等部门，编制12人。32年，在全县27个乡

(镇)设立文化室；后因战争停止活动。38年5月，县人民政府恢复县民众教育馆业务，改名

“贵溪县人民教育馆”。1951年，定名“贵溪县文化馆”，业务范围为时事宣传、科普宣传、识字

教育、文化娱乐等项；分设图书、文艺体育、广播等业务组。1968年，文化馆并人毛泽东思想宣

传站。1973年恢复原建制，下设图书、群文、文物、行政、财务等业务组。1980年，在上清、鱼

塘、志光、周坊、泗沥、河潭、文坊、塘湾等8个公社建立文化站；1982年，在耳口、西窑、罗塘、新

田建立文化站；1984年改乡后，在冷水、三县岭、滨江、盛源、彭湾、白田、樟坪等乡设文化站；

1985年，在雄石、金沙、硬石岭、余家、双圳设文化站；先后配专职人员26人。文化站分设图书

室、阅览室、棋类室、球类室、电视室、乐器室、舞厅、游艺室和剧院等；同时开展其他文艺活动。

贵溪县文化馆1989年获“全省先进文化馆”称号，1992年获全省“一级文化馆”称号；1993年获

国家“标准文化馆”证书。1996年10月撤县设市，县文化馆易名“贵溪市文化馆”。

余江县民国29年，在县城(今锦江镇)设立“余江县民众教育馆”，编制4人；35年邓埠镇

设“邓埠镇民众教育馆”，编制2人，38年初停办。5月，县人民政府改县民教馆为“余江县人民

教育馆”。1951年，定名“余江县文化馆”。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期间，文化馆增至17人；1953

年定编6人。1958年，在潢溪、邓埠、锦江的街道办民间文化站；不久，因经费所限停办。1961

年底，县文化馆迁至新县城邓埠镇；原址设“锦|；i工镇文化馆”，为县文化馆派出机构。1968年，

县文化馆并入“毛泽东思想宣传站”。1972年划出，设“余江县工农兵文艺站”。1977年，恢复

文化馆建制。1985年，图书阅览划出，文化馆编制10人。1986．1993年全县共建乡、镇(场)文

化站19个，各配1名专业干部；“锦江镇文化馆”改称“锦江镇文化中心站”，配专业干部2人。

月湖区 民国32年原乡级鹰潭镇建有文化室；35年1月撤销建制，9月恢复建制。20世

纪50年代初改建乡级文化馆。1957年升格为县级鹰潭镇后，设立县级“鹰潭镇文化馆”。1958

年，回归贵溪县管辖，隶属县文化馆领导。1960年，升格为县级镇文化馆；1962年定编6人，下

设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三个组。1979年3月，撤镇设市，改名“鹰潭市文化馆”。1983年7月，

鹰潭升格省辖市，原市文化馆改为“月湖区文化馆”；自1978年至今建有乡办文化站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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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为配合宣传土改政策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贵溪县先后成立了27个业余剧团与

68个俱乐部；余江县也成立了许多业余剧团与俱乐部。

1953年，贵溪县、余江县总工会相继建立了工人俱乐部，旨在活跃职工文化生活。

1957年，鹰潭升格为县级镇后，有了工人俱乐部活动的组织与场所；铁路系统建立了铁路

工人文化宫。

1983年，鹰潭升格为省辖市后，市总工会建立了市工人文化宫，有图书阅览室、棋艺室、音

乐室、桌球室、舞厅、录相厅、露天滑冰场、篮球场等文体设施。

1997年，市妇联建立了“鹰潭市妇女儿童青少年活动中心”。备有青少年健身、艺术培训、

娱乐等众多文体设施；2000年创办了“鹰潭市少儿艺术团”。

自鹰潭镇到升格为省辖市至今，驻鹰各大工业企业及市属厂矿均相继建有俱乐部或文化

宫性质的职工活动场所。江西铜业公司、贵溪电厂、贵溪化肥厂、铁路等单位的文化体育设施

齐全，档次高，组织的文化活动极具特色，在全市影响很大。

第二节 民间文艺

灯彩

狮子灯狮子灯用竹、木、彩布扎成，两人舞狮，一人扮持绣球与狮子戏逗的“勇士”。表演

分狮子追绣球、国术两部分，时间各需1小时。狮子翻越、滚爬，动作敏捷，舞狮人配合默契，造

型逼真，持球人跌、爬、滚、跳，动作矫健。同时表演刀、棍、叉、锏、耙、盾及拳术等。狮子灯用打

击乐、唢呐伴奏，曲牌有火爆、铃锣、马上套等，持绣球的演员穿大红对襟便衣彩裤，其他人着绿

色便衣、彩裤、布鞋。

龙灯龙头用竹、木、彩纸或彩布扎成，龙身用竹篓、彩布扎成软身，挚舞龙头、龙尾的各1

人，龙身多人，另有一人挚戏龙球在龙身两边穿来插去。龙灯表演花节丰富，通常有盘马门、盘

玉柱、破肚、龙球盘根戏珠等。花节可自由组合，表演时间可短可长。各地灯节数量不同，灯队

人员有多有少，服装常为蓝色对襟便褂，用粗犷强烈的打击乐和高昂嘹亮的唢呐伴奏。

罗汉灯传说罗汉误人女人国，跨了仙井而怀孕，观音菩萨在罗汉腋下划开口子生下十八

个小罗汉；罗汉灯的表演情节便出自以上传说Q．罗汉灯舞灯的前半部是大罗汉打扫禅堂，做佛

事，肚痛生仔等情节的表演，基本动作是“换步抖腕”，舞蹈性强，幽默欢快；后半部是众罗汉竞

技造型(叠罗汉)和武术表演，表现一派人丁兴旺的景象；大罗汉头戴大罗汉面具，上穿绿或蓝

色戏褶子，下着红彩裤，手持“云帚”和“龙头杖”(分两次拿)；众罗汉不戴面具，上穿各种花色对

襟褂，下着红彩裤、黑腰带；两名“杀叉”手持“钢叉”或“大刀”。音乐伴奏似龙灯，一副锣鼓，一

支唢呐，奏吹《万年春》、《小开门》等，打击乐曲牌有头爆、马上套等，表演全趟灯需3个小时。

1956年，贵溪县大塘乡李家村(现高公乡)的《狮子灯》参加上饶地区灯彩会演获一等奖。

马灯马灯是贵溪县樟坪乡畲族的一种灯舞。

用竹、木、彩纸制成三匹不同色的骏马(象征三星高照)和蝴蝶(象征吉祥)、鱼、鸬鹚(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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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幸福)，各灯型内有火烛照明，从年

前开始每晚由年轻人起舞。首场在祖先

圣像前跳，尔后到寨子里家家户户拜年

祝福，元宵节将灯具焚烧。

音乐单用打击乐伴奏，唱时无伴奏，

曲调系畲族山歌体系。

表演服饰是畲族传统服装，以印黑、

青、蓝、紫色为主，男女衣裤(裙)镶上小

花边，族男以素花巾扎头，族女以素巾、

皱纱包扎头。

马灯有五种阵式：太平阵、单八阵，

青龙阵、绞绳子、盘四门。表演时问长短

不一，短的15分钟，长的1小时；一般为30分钟左右。

堂世公婆、菩萨神位前。

“马灯舞”

表演场地分室内、室外，室内一般在厅

马灯舞于1999年参加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表演赛获三等奖。

蛇灯流行于余江杨溪一带，由八人表演(一珠、一头、一尾、五身)，通过不停地翻腕、转

腕、跳跃、转身、行步、跑步．表现蛇出洞、攀援、爬行、翻滚、摆尾等动作，配以“扭丝”、“剖肚穿

尾”等锣鼓曲牌伴奏。

车仂灯流行于余江县南部一带及贵溪一些地区。术制一土车架，扎一坐车人的下半身

假肢置于车上，一人推车，一人坐车(将车架穿挂于腰间．用服饰将上身与车上假肢连接起来)

边歌边舞，模仿推车行路、上坡、下坡、过桥、陷车、起坑等动作，配合默契，惟妙惟肖。通过二人

的表演，表现新婚夫妇一路欢悦的情景。演唱内容可根据需要随时填写。1957年，车仂灯被

省选送参加全国民间文艺会演大会表演；

龙虎山正一道教法场舞道教做法事由念经、唱赞(唱经词)、步罡(走方位)、手势、傍以

吹、拉、打音乐和之。围绕“八卦神图”包含的内容进行。共有70多折，分阴间法、阳间法，各有

40多折和30多折。

道教正一派“手诀”分“单诀”和“双诀”，即单手行诀、双手行诀，20世纪80年代已收集到

70余种。

做道场分前后两个法坛，小型法事I至3人。大_!i!!法事8名以上道士执法：有小堂鼓．笛

子、二胡小锣、铜铃等乐器伴奏。道士服颜色统一黑、黄或紫色，半高筒里=『二靴。
旧时农村夏收、夏种后，以请道士打“太平醮”，求得吉祥，保佑人间的较多二民国38年

(1949)5月后停止。

在鹰潭民间流传的灯彩还有茶灯，浮戏舞．傩舞、高跷、旱船、蚌壳灯、鲤鱼灯、花灯、抬灯等

种类。

民歌、民谣

1982年余江县文化馆收集、整理余江县民歌{；4首编成《余江县民歌集成》．被《江西省民歌

集成》选录7首。

贵溪县民歌内容广泛，歌种丰富，号子、山歌、小调、灯歌、摇儿歌、红色歌曲、新民歌等共

320首，《贵溪民间歌曲集》编人209首，《打开嗓门口昌新景》、《红军来过年》、《划起龙船过信江》，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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