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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共13篇、42章，107节。《概述》开篇，‘杂录>押

f 卷，卷后l编修始末>。篇首有“综述玎，章首有“简述"，均不标

题。，
‘

。

。 二，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时限因事而定。《大事记》上起公元

492年(南北朝肖齐永明十年)，下止1988年。志中“解放前彦，“解

放后秒．标明两个不同社会性质，PJ,1949年5月4日新洲全境解放之

日戈fJ分。

兰、本志只记述今新洲县所辖地域的人、事，物。1951年7月1日

新洲建县前，无论是今境之内还是原黄冈县西区域内之人、事、物，

均予收录。
’

四、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传形式，以“志"为主，语

体文记述。 、

五，本志资料源于湖北省图书馆、黄冈县档案馆，新洲县档案

’局(馆)、新洲县志办公室、本局所属二级单位，还有部分口碑资

料。各种数据参照县档案局有关材料。 ．

六，本志用夹注，( )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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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编纂一部能体现时代要求，而又富有中国特色及新洲地方特点的县《文化志》，这是没

有先例的。它既没有前人的经验，也没有现代人的经验可资借鉴，完全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创

新工作。 ’

、．

、”

．+

新洲同其他地方一样，在旧时代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和近代官僚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

残酷剥削和压迫，使本来落后的小农经济更加贫困，人民生活极为艰辛。这反映在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上自然也是十分落后的。旧志书和古文献中，与编纂《新洲县文化志》有关的文化史

糊记载很少，即使有的以文、音，美、剧、曲艺等谋生的各类艺人组织的文艺团体和个人的
文艺活动，以及人民群众在新年、节日，庙会中自发组织的民间文艺活动也不为统治阶级所

提倡，甚至斥之为“淫风’’、“陋习’’，遭到鄙视和排斥。那么1日时代新洲地方的文化艺术

有不有继承和发展呢?也有它的继承和发展，是自生自灭式的个体师承和断续相传。历代方

志特别是县志，有志沿革、志疆域，志秩官，志学校等等，就是没有志文化艺术这个门类，

虽然方志普遍设有《艺文志》，但它不同于现代文化艺术的范畴，少数旧方志虽设有《艺术

志》，但也多是供士大夫们“玩索力的诗词，书画和金石篆刻而已。

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需要相适应，文化艺术是逐步地、也大大地

向前发展了，它的形式和品种也多样化了。然而其时又没有条件编修地方志书，也不可能完

整地系统地留下记事、记人、记艺的史料，因而对这两个时期的文化艺术，．就只能概要而简

略地加以叙述。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把文化艺术作为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事

业来创办，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优秀遗产，而且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加以创新和发展，

使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事业空前繁荣昌盛，显著地改善了和不断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

活水平。
‘

．

‘

这部《文化志》重点地反映了新洲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概况

和全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也为今后保留了一部比较完善的新洲县

文化艺术史料。这部《文化志》准确地记录了文化艺术事业的成就，在这个起点上，为今后

科学地继承和发展新洲县文化遗产，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将发挥它一定的

效应。这部《文化志》，记录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经验，可资今后制定方针，

政策，研究、指导工作的借鉴，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这部

《文化志》如实记录的先进，模范典型，对于提高文化艺术队伍的政治思想觉悟，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将起到发扬光大的作用，这部《文化志》，记录的史

料、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名胜古迹、山水风景诗词等，将有助于启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热爱家乡，增进知识与欣赏情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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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修这部《文化志》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文化艺术事业同其他各项建

设事业一样．必须与此阶段相适应地进行改革。在党的领导下，文化艺术事业，将由国家文

化部门办，集体办，逐步改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成为国家文化部门办和由国家文化

部门指导的，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工矿企业，乡镇基层，以及集体和个体，多方面多层次

的办，既办专业的，又普遍办业余的，并不断调整完善，使其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点

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这样的文化艺术，将会日益丰富多彩和繁荣灿烂，将会更加适应

和满足社会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编修这部县《文化志》，学习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有重

点地，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艺术，其内容之

率富，取材之广泛，资料之准确，吸取旧志之精华，摒弃旧志之糟粕，因而它的使用价值之优

越，伺旧的方志相较，是无可比拟的。然而，也有某些求全纳细有馀“驭繁执简黟的不足之

处口不知修志诸同志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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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第一节门‘类⋯“⋯⋯m⋯⋯⋯⋯⋯⋯⋯⋯⋯“⋯⋯⋯⋯⋯．．⋯⋯一⋯⋯“·(104)
’’i 第二节方式⋯一·n⋯“⋯⋯⋯⋯⋯⋯⋯⋯⋯⋯⋯⋯⋯⋯⋯⋯⋯⋯⋯⋯⋯”(106)
、 i 第三节宣传⋯⋯⋯⋯⋯⋯⋯⋯⋯．．．⋯⋯⋯⋯⋯⋯⋯⋯⋯⋯⋯⋯⋯⋯⋯?”(109)

：第三章管理⋯⋯．．．⋯⋯洲一m⋯⋯⋯m⋯⋯⋯⋯⋯⋯⋯⋯⋯⋯⋯⋯乜⋯⋯⋯(109)
， 、t；··第一节业务管理⋯⋯⋯⋯．．．⋯⋯⋯⋯⋯⋯⋯⋯·⋯⋯⋯⋯⋯⋯⋯⋯⋯⋯，．．”(109)

·‘? 第二节计财管理⋯⋯⋯⋯⋯⋯⋯⋯⋯⋯⋯⋯⋯⋯⋯⋯⋯．．⋯·～⋯。⋯⋯⋯”(110)

√第四章队伍⋯⋯⋯⋯⋯⋯⋯⋯⋯⋯⋯⋯⋯⋯⋯⋯⋯“⋯⋯⋯⋯⋯⋯⋯⋯⋯⋯‘(113)
{’ 第一节思想教育⋯⋯⋯⋯⋯⋯⋯⋯⋯⋯⋯⋯～⋯⋯⋯⋯⋯⋯⋯⋯”!⋯⋯⋯(113)

，、， 第二节文化学习⋯⋯⋯”·OQ⋯⋯⋯⋯⋯⋯⋯⋯⋯⋯⋯⋯⋯““⋯⋯⋯⋯‘¨(113)
。

：第三节‘业务培训⋯⋯⋯⋯⋯⋯⋯⋯⋯⋯⋯⋯⋯一．．．⋯．．．．⋯一⋯．，．⋯“”’．．“(113)
图书馆事业篇⋯⋯⋯⋯⋯⋯⋯⋯⋯⋯⋯⋯⋯一⋯_⋯⋯⋯⋯⋯⋯⋯⋯⋯⋯⋯⋯”⋯⋯。(115)

’第一章县图书馆⋯⋯⋯⋯⋯⋯⋯⋯⋯⋯⋯⋯⋯⋯⋯⋯⋯⋯⋯⋯⋯⋯⋯⋯⋯⋯⋯<117)

’j第一节。沿革⋯⋯⋯⋯⋯!⋯⋯⋯⋯．．．⋯⋯⋯⋯⋯·!⋯⋯⋯⋯⋯⋯⋯⋯⋯“(117)．·
·’： 第二节业务工作⋯⋯⋯⋯⋯⋯⋯⋯⋯⋯⋯⋯⋯⋯⋯⋯^⋯⋯⋯一⋯⋯⋯⋯。(117>

’

+第二章区、乡、村图书室⋯⋯⋯⋯⋯⋯⋯⋯⋯⋯⋯⋯一一⋯⋯⋯．．，⋯⋯⋯⋯⋯(120)

第三章学校、工厂、机关图书室⋯⋯⋯．，．⋯⋯⋯⋯⋯⋯⋯·：⋯⋯⋯⋯⋯⋯⋯⋯。(123)

，第一节学校图书室⋯⋯⋯⋯⋯⋯⋯⋯⋯⋯⋯⋯⋯⋯⋯⋯⋯⋯⋯⋯⋯⋯⋯⋯(123)
。

·；第二节·工厂图书室⋯⋯⋯⋯⋯⋯⋯⋯⋯⋯⋯⋯⋯⋯⋯⋯⋯一⋯⋯⋯⋯⋯⋯(124)

．j．·第兰节机关图书室⋯⋯⋯⋯⋯⋯．．．⋯⋯⋯．．，⋯⋯m⋯⋯⋯⋯．．．⋯!：⋯⋯⋯-(】24)

民问文艺篇⋯⋯⋯⋯⋯⋯⋯⋯⋯⋯⋯．．．⋯⋯⋯⋯⋯⋯⋯⋯⋯⋯⋯t，．．·⋯⋯⋯⋯⋯⋯⋯”(125>

第一章民问音乐⋯⋯⋯⋯⋯⋯⋯⋯⋯⋯⋯⋯．．．-．．一⋯．t．⋯⋯⋯⋯_⋯⋯⋯⋯⋯．(127)

～。，)第一节主要种类⋯⋯⋯⋯⋯⋯⋯⋯⋯⋯．．．⋯⋯．-．⋯⋯⋯一⋯⋯⋯”⋯⋯⋯·(127)

．一’’第二节收集整理⋯⋯⋯⋯⋯⋯⋯⋯⋯⋯⋯⋯⋯⋯⋯一⋯”n“⋯⋯⋯⋯⋯⋯(135)

第二章民问舞蹈⋯．．．⋯⋯．．t”．，．．⋯⋯⋯⋯⋯⋯⋯⋯⋯⋯一，-⋯⋯⋯”一⋯⋯⋯⋯·(136)

，第一节主要种类⋯⋯⋯”二．．．⋯一w⋯⋯⋯⋯⋯⋯⋯⋯⋯⋯⋯⋯⋯⋯⋯⋯⋯(136)

： 暑



一。 第二节收集整理⋯⋯⋯⋯⋯⋯⋯⋯⋯·⋯-”⋯⋯⋯⋯“一⋯⋯⋯⋯⋯⋯?·
第三章上民问美术⋯⋯⋯⋯⋯⋯⋯⋯⋯⋯⋯“-⋯⋯⋯⋯．一．⋯⋯⋯^”⋯⋯⋯⋯一

第一节主要种类⋯⋯⋯⋯⋯一⋯⋯⋯⋯．．．．．-⋯⋯⋯⋯．．．⋯⋯⋯⋯⋯⋯⋯

第二节征集⋯⋯⋯⋯⋯⋯⋯⋯⋯⋯⋯⋯⋯⋯⋯⋯⋯⋯⋯⋯⋯·：⋯．．．⋯
“第四章民问曲艺⋯⋯⋯⋯⋯⋯⋯⋯⋯⋯⋯”t⋯⋯m⋯⋯⋯⋯⋯⋯⋯””·j⋯⋯

第一节主要种类⋯⋯⋯⋯⋯⋯⋯⋯．．．⋯⋯一⋯⋯m一⋯⋯⋯⋯⋯⋯．．．⋯·

第二节曲艺队⋯⋯⋯⋯⋯⋯⋯．．．⋯一”t一⋯⋯．．．⋯．．．⋯一⋯⋯⋯⋯“，n’

第五章民间杂艺⋯⋯⋯⋯⋯⋯⋯⋯⋯⋯⋯⋯⋯⋯⋯⋯．t．．．．⋯⋯⋯⋯．．-⋯⋯一

第一节杂技，气功⋯⋯⋯⋯⋯⋯⋯⋯⋯⋯．．．⋯⋯⋯⋯⋯⋯⋯⋯⋯⋯⋯“·

j‘． 第二节魔术⋯⋯⋯⋯⋯⋯⋯⋯⋯⋯⋯⋯⋯⋯⋯⋯⋯⋯⋯⋯⋯⋯⋯⋯“
创作篇⋯⋯⋯⋯⋯⋯⋯⋯⋯⋯⋯⋯⋯⋯⋯⋯·⋯⋯⋯⋯⋯⋯⋯⋯．．．-．．⋯⋯⋯⋯⋯⋯⋯

第一章文学⋯⋯⋯⋯⋯⋯⋯⋯⋯⋯⋯⋯⋯⋯⋯⋯⋯⋯⋯⋯．⋯⋯⋯⋯⋯⋯⋯

第一节组织““⋯⋯⋯⋯⋯⋯⋯⋯⋯⋯⋯⋯-．．，一”⋯”⋯⋯⋯⋯⋯⋯⋯·

第二节活动⋯⋯⋯⋯⋯⋯⋯⋯⋯⋯⋯⋯⋯⋯⋯?⋯⋯⋯⋯⋯⋯⋯⋯⋯“
“

第三节作品⋯⋯⋯⋯⋯⋯⋯⋯⋯⋯⋯⋯⋯⋯⋯⋯⋯⋯⋯．．．m⋯．．．⋯!⋯

第二章点书苎画⋯⋯⋯⋯⋯⋯⋯⋯⋯一⋯⋯⋯⋯⋯⋯⋯一⋯”⋯一⋯⋯⋯一一．．⋯．．

第一节组织⋯⋯⋯⋯⋯⋯·一⋯⋯．．．⋯⋯一⋯．．．⋯⋯⋯·：．．．·⋯⋯⋯⋯⋯“

第二节活盏动⋯⋯⋯⋯⋯⋯⋯⋯⋯⋯⋯⋯⋯一⋯⋯⋯⋯⋯⋯⋯⋯⋯⋯“
第三节受怍耋品⋯⋯⋯⋯⋯⋯⋯⋯⋯⋯⋯⋯⋯⋯⋯⋯⋯⋯⋯⋯⋯一．．．⋯“·

第三章摄!!影⋯⋯一⋯⋯⋯⋯⋯⋯“⋯⋯⋯⋯⋯⋯⋯⋯“一⋯⋯⋯⋯⋯“⋯⋯“·

第一节组织⋯⋯⋯⋯⋯⋯⋯⋯⋯⋯⋯⋯⋯⋯⋯⋯⋯⋯m⋯⋯⋯⋯一⋯

第二节活动⋯⋯⋯⋯⋯⋯⋯⋯⋯⋯⋯⋯⋯⋯⋯⋯⋯⋯⋯⋯⋯··i”⋯⋯

第三节作品⋯⋯⋯⋯⋯⋯⋯⋯⋯⋯⋯⋯⋯⋯⋯⋯⋯⋯“⋯⋯⋯⋯”“·
。．第四章歌舞⋯⋯⋯⋯⋯⋯⋯⋯⋯⋯⋯⋯⋯⋯⋯⋯⋯⋯⋯⋯⋯⋯⋯⋯⋯⋯”·

文物·古迹篇⋯⋯⋯⋯⋯⋯⋯⋯⋯⋯⋯⋯⋯⋯⋯⋯⋯⋯⋯⋯⋯⋯⋯⋯⋯⋯⋯⋯“·?i·

第一章历史文物⋯⋯⋯⋯⋯⋯⋯⋯⋯⋯⋯⋯⋯⋯⋯⋯⋯⋯⋯⋯⋯p·O b Oi⋯．-．”?’

第一节出土文物⋯⋯⋯⋯⋯⋯⋯⋯⋯⋯⋯⋯⋯⋯⋯⋯⋯⋯⋯⋯m?⋯”啊

。第二节：古文化遗址⋯⋯⋯⋯⋯⋯⋯⋯⋯⋯⋯⋯⋯⋯⋯⋯⋯⋯⋯⋯⋯⋯⋯

第三节古建筑⋯⋯⋯⋯·⋯⋯⋯⋯⋯⋯-j⋯⋯⋯⋯⋯⋯⋯⋯⋯⋯⋯⋯⋯．，．

第四节历史纪念建筑⋯⋯⋯⋯⋯⋯⋯⋯⋯⋯⋯⋯⋯⋯⋯⋯⋯一⋯一?⋯·．．．

第五节古墓葬⋯⋯⋯⋯⋯⋯⋯⋯⋯⋯⋯⋯⋯⋯⋯J⋯⋯⋯⋯⋯⋯⋯⋯⋯·

第六节石刻⋯⋯⋯⋯⋯⋯⋯·⋯⋯⋯⋯⋯⋯⋯⋯⋯⋯⋯⋯⋯⋯⋯⋯⋯”

第二章革命文物⋯⋯⋯⋯⋯⋯⋯⋯⋯⋯⋯⋯⋯⋯⋯⋯⋯⋯⋯⋯．．“⋯⋯⋯⋯”

第一节旧址⋯⋯⋯⋯⋯⋯⋯⋯⋯⋯⋯⋯⋯⋯⋯⋯⋯⋯⋯⋯⋯⋯⋯⋯⋯

第二节遗物⋯⋯⋯⋯⋯⋯⋯⋯⋯⋯⋯⋯⋯⋯⋯⋯⋯⋯⋯⋯⋯⋯⋯⋯⋯

第三节?纪念碑⋯⋯⋯⋯⋯⋯⋯⋯⋯⋯⋯⋯⋯⋯⋯⋯⋯⋯⋯一j⋯⋯⋯⋯⋯

第三章胜j迹⋯⋯⋯⋯⋯⋯⋯⋯⋯⋯⋯⋯⋯⋯⋯⋯⋯⋯⋯⋯⋯⋯⋯⋯⋯⋯⋯

第一节．狮子岩⋯⋯⋯⋯⋯．．．⋯⋯⋯⋯⋯⋯⋯⋯⋯⋯⋯⋯⋯⋯⋯⋯⋯⋯⋯

第二节钓鱼台⋯⋯⋯⋯⋯⋯⋯⋯⋯⋯⋯⋯⋯⋯⋯⋯⋯⋯⋯⋯⋯⋯⋯⋯：”

第三节阳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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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龙邱⋯⋯⋯⋯⋯⋯⋯⋯⋯⋯·：⋯⋯⋯⋯⋯⋯⋯⋯⋯⋯⋯⋯⋯⋯·(168)

．一．卜‘?一第五节故城辑录⋯⋯⋯⋯⋯⋯⋯⋯⋯⋯⋯⋯⋯⋯⋯⋯⋯⋯⋯⋯⋯⋯⋯．．．．(174>

人物篇⋯⋯⋯⋯⋯⋯⋯⋯⋯⋯⋯⋯⋯⋯⋯⋯⋯⋯⋯⋯⋯⋯”⋯⋯⋯⋯⋯一⋯⋯⋯⋯(187)。

、，第一章传⋯⋯⋯⋯⋯．．．⋯⋯⋯⋯⋯⋯⋯⋯⋯⋯⋯⋯⋯⋯⋯⋯⋯⋯⋯·⋯⋯⋯⋯(189)
7

r：， 一·严少臣⋯⋯⋯⋯⋯⋯⋯⋯⋯⋯⋯⋯⋯⋯·：⋯⋯⋯⋯⋯⋯⋯⋯⋯⋯⋯⋯·(189)
·一 二姚炳南⋯⋯⋯⋯⋯⋯⋯⋯⋯⋯⋯：⋯一⋯⋯一⋯⋯⋯⋯⋯～⋯⋯⋯⋯⋯(189>
，一 t兰陶古鹏⋯⋯⋯⋯⋯⋯⋯⋯⋯⋯⋯⋯⋯⋯⋯⋯⋯⋯⋯⋯⋯⋯⋯⋯⋯“⋯·(190)

．-√ t四 潘占奎⋯⋯⋯⋯⋯⋯OI O"fg a⋯⋯⋯⋯⋯·o⋯：⋯⋯⋯·j二⋯_⋯·‘⋯，．．⋯⋯(191)
‘J·√：．： 五 沈云陔⋯⋯⋯⋯⋯_⋯⋯⋯⋯⋯⋯⋯⋯一”⋯⋯⋯⋯⋯⋯·一11一'o弘山··．．．(191)，

j’‘ 六万迪鹤⋯⋯⋯⋯⋯⋯⋯⋯⋯⋯⋯⋯⋯⋯⋯⋯⋯⋯⋯⋯一中，．，．．．⋯．，．一“(192)

．J．；“·七夏银秀⋯⋯⋯⋯⋯⋯⋯⋯⋯⋯一⋯⋯⋯⋯⋯⋯⋯⋯⋯⋯_”⋯⋯⋯(192)
l 一·八汪振华⋯⋯⋯⋯⋯⋯⋯⋯⋯⋯⋯⋯⋯⋯⋯⋯⋯⋯⋯⋯⋯⋯⋯⋯⋯⋯⋯·(193)’

，第二章衰⋯⋯一⋯⋯⋯⋯一⋯⋯⋯⋯⋯⋯⋯⋯⋯⋯⋯⋯⋯⋯⋯⋯⋯⋯⋯⋯⋯·(193)
? ，文化(教育)局(科)正局长及主(兼)管文化的副局长简历表⋯⋯一⋯(193)。

，·‘第三章录⋯一⋯⋯⋯⋯⋯⋯～⋯⋯⋯⋯⋯⋯⋯⋯⋯⋯⋯⋯⋯⋯⋯⋯⋯．；．⋯·(196)‘
i j～．·一历代进士、举人名录⋯⋯⋯⋯⋯⋯⋯⋯⋯⋯⋯⋯⋯⋯⋯⋯⋯⋯⋯i⋯．(196)

’· 、；：．’二县以上(含县府>先进单位、模范集体，文明单位名录⋯⋯⋯⋯．．．．⋯(199)

一．‘三县以上(含县府)先进工作者，模范名录⋯⋯⋯⋯⋯⋯⋯⋯⋯⋯⋯⋯(203)

，·．、四中共县委以上(含县委)表彰的先进党支部名录⋯⋯⋯⋯．．．m．．．⋯．一(207)
一 √五荣获中共县委以上(含县委)优秀共产党员名录⋯．．．．．．．小一”．．．⋯⋯·(208)

” )六·历届中共县级党代表、市，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名录⋯⋯⋯札⋯(210)
’， ¨r七省，市级各类协会会员名录⋯⋯⋯?⋯⋯⋯⋯⋯⋯⋯．．．饥⋯"⋯-v⋯(212)

，八从事群众文化，电影工作25、30年荣誉证书获得者名录⋯⋯⋯⋯．．．_(212)．
杂录篇⋯⋯⋯⋯⋯⋯⋯⋯⋯⋯⋯⋯⋯⋯⋯⋯⋯⋯⋯⋯⋯⋯⋯⋯⋯⋯⋯⋯⋯⋯⋯⋯⋯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81)31号⋯⋯⋯⋯⋯⋯⋯⋯⋯⋯⋯⋯⋯⋯⋯⋯⋯．t．

新洲县人民政府文件 新政发(1982)64号⋯⋯⋯⋯⋯⋯⋯⋯⋯⋯⋯⋯⋯⋯

新洲县新华书店经营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试行办法⋯⋯⋯⋯⋯⋯⋯⋯⋯⋯⋯⋯

改革给新洲县楚剧团带来了生机⋯⋯⋯⋯⋯⋯⋯⋯⋯⋯⋯⋯⋯⋯⋯⋯⋯⋯⋯⋯

。． 新洲县文化教育局关于加强民间艺人管理的初步意见⋯⋯：⋯⋯⋯⋯⋯⋯⋯⋯··

试谈映间解说(节录)⋯⋯⋯⋯⋯⋯⋯⋯⋯⋯⋯⋯⋯⋯⋯⋯⋯⋯⋯⋯⋯⋯⋯⋯

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双柳公社集镇文化中心成效显著(节录)⋯⋯··：⋯⋯⋯⋯⋯⋯⋯⋯⋯

新i}ll县红山咀水利工地考古发掘工作简报(节录)⋯⋯⋯⋯⋯⋯⋯⋯⋯⋯⋯⋯

金心全意为农业机械化服务(节录)⋯⋯⋯⋯⋯⋯⋯⋯⋯·：⋯⋯⋯⋯⋯⋯⋯⋯．

努力办好少儿阅览室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节录)⋯⋯⋯⋯⋯⋯⋯⋯⋯⋯⋯

诗词⋯⋯⋯⋯⋯⋯”⋯⋯⋯⋯⋯⋯⋯⋯⋯⋯⋯“⋯⋯⋯⋯⋯⋯⋯⋯⋯⋯⋯“⋯

龙邱途中二首⋯⋯⋯⋯⋯⋯⋯⋯⋯⋯⋯⋯⋯⋯⋯⋯⋯⋯⋯⋯⋯⋯⋯⋯⋯⋯

道观山白水右题名一则⋯⋯⋯⋯⋯⋯⋯⋯⋯⋯⋯⋯⋯⋯⋯⋯⋯⋯⋯⋯⋯⋯

海棠桥词⋯⋯⋯⋯⋯⋯⋯⋯⋯⋯⋯⋯⋯⋯⋯⋯⋯⋯⋯⋯⋯⋯⋯⋯⋯“⋯⋯

阳逻堡⋯⋯⋯⋯”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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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逻堡歌⋯⋯u⋯⋯⋯⋯⋯⋯⋯⋯⋯⋯⋯⋯⋯⋯⋯⋯⋯⋯⋯⋯⋯⋯⋯⋯^·

并阜山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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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新洲县双柳地⋯⋯⋯⋯⋯⋯⋯⋯⋯⋯⋯⋯⋯⋯⋯⋯⋯⋯⋯⋯⋯““⋯”⋯

祝贺新洲县科协第二次代表会胜利召开⋯⋯⋯⋯⋯·⋯⋯⋯⋯⋯··一?⋯⋯⋯·

道观水库⋯⋯⋯⋯⋯⋯⋯⋯⋯⋯⋯⋯⋯⋯⋯⋯⋯⋯⋯⋯⋯⋯⋯⋯⋯⋯⋯“
新洲县乡名集锦⋯⋯⋯⋯⋯⋯@Q@4Qg⋯⋯⋯～⋯⋯⋯⋯⋯⋯⋯⋯山o⋯-o·

我们放假了⋯⋯⋯⋯⋯⋯⋯⋯⋯⋯⋯⋯⋯⋯一“”⋯⋯⋯⋯”⋯⋯⋯⋯⋯⋯
对：联⋯“-．⋯⋯·一⋯⋯⋯⋯⋯⋯⋯⋯⋯“⋯·o a．‘m ol g,o Q 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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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县文化局文件 新文(1988)第13号⋯⋯⋯⋯⋯⋯⋯⋯⋯⋯⋯⋯■
‘ 中共新洲县委宣传部文件 新宣(1989)7号⋯⋯⋯⋯-．．．．．⋯一．．⋯”@00

新洲县志编纂委员会文件 新志(1989)l号⋯⋯⋯州⋯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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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涧，文化悠久，源远流长。t ．
， lL 0‘7．_’| 一 ．、-，

“新洲龟化石新种"距今六千多万年。、’：：，⋯ 。j t‘⋯
．．

．：7“

二。，。被子植物硅化木"距今二千多万年。’? ： ．i ．。 ，，：’‘
‘、’

龙王咀堤头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香炉山、珠山，凤凰墩几处文化遗址则属商周时

期。大量出土器物上的花木虫鸟文饰和色彩，记载着原始时期的文化。 ·．， j．

i。、汉代墓葬群，先后于涨渡湖、城关的东方和北面及红山咀几地发现。红山咀的墓群绵延

六华里，湖北全省罕见。√ ．··．’、j¨． 7．．， ，‘

’

j·境内，自汉代至唐中和年间，屡设郡、州、府县治。故城数座，今虽城址无迹，受志均
确有记。 ．。 “1，

。·，

‘

．| ，t

“问津书院"为元明清三代鄂东文人孕育之所。 ‘’．·
4。． 一一t

清代至民国初年，新洲民间的文化艺术，‘外引内生，日益兴盛，戏曲为最，被称为“戏

曲之乡黟。’． -f

‘

j ·

·，，．一：

顺治年间，柳子港演唱梨园曲。乾隆时，旧街集起造戏楼，容人愈千，常有戏曲。道光

元年，北方鼓书流入。咸丰、同治时，李四雅、李阳春自刨“南路子打鼓书，始开南北两个’

蚊书流派之端。光结时期，全境玩龙灯．采莲船、蚌壳精极为普遍。阳逻的高跷，八十八行‘

在鄂东独享盛名，获得“阳逻高跷一一半截不是人纾的赞语。举，倒两水沿岸民众，则好于

端午节竞赛龙舟。李集的赛船，高3米，宽1．5米_止下两层，远看似亭台楼阁，每玩，观者

近万。清末，境内盛行汉剧、花鼓戏，皮影戏。花鼓戏是楚剧的前身，起源于长江中游湖北

境内。新洲，地临长江，连接南北，是她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楚剧的著名改革家陶古

鹏、第一代琴师严少臣、著名表演艺术家沈仁陔的故乡。{日街许家堑业余楚剧团，源于18世

纪末的三人坐唱班，至今巳有近百年的历史。举水两岸，从事花样剪纸的艺人增多。河东邢

榨村邱金庭一家，从艺200余年，至金庭兄弟时，徒弟遍布新渊、黄冈、麻城几地i沿湖靠、

江的仓埠、．辛冲、阳逻等小镇相继开设lo多处茶馆书场。辛冲街胡老么的茶楼，面街背河，

临水起楼，设座50，乡人称。雅座妙。私营书业也现于市，常年经销的店铺仅只8家。孔埠、．

陶禹卿创办“恒道堂"书店，继而移至汉口三义殿设搿恒道书局"。陶氏不仅经销书画，．还’

自办印刷；是为境内印刷业之始。·．。■．，· ．·。 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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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前夕，文化艺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宣传和鼓舞新溯人民

投身革命，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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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中共早期领导人陈谭秋、董必武先后多次分别到双柳，李集等地秘密宣传

马列主义。双柳、莲花、民主、旧街相继成立区、乡苏维埃政权，两级政权内均设文化委员

会，领导苏区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西峰寺内木柱上“促人类进化，俾世界大同，扶植弱

小，抵抗强权打的大字标语，留至六十年代仍赫然显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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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文化与奴役文化并存。涨渡湖抗日根据地抗日文化最为活跃。鄂豫

边区政府在这里设有第三印刷厂、印钞厂。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区设医院、修械所，被服厂。

五师宣传队常与驻地民众联欢，军民利用楚剧、采莲船、连厢、歌谣等形式，灌以新词，宣

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欢庆抗战的胜利。仓埠镇是汪伪黄冈县府驻地，奴役文化猖獗。学校

强开日语课，人们进出城门要向日本兵敬礼。不甘屈辱的人民，运用文艺进行斗争，楚剧名

丑姚炳南曾多次利用剧中人之口，作词当面斥骂日本侵略兵和伪县长罗荣衮。，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渡江南下，途经境内，沿头留下墙头标语等宣传文字。《劝郎

参军》等民歌歌声遍及全境。

至解放前夕，境内无一常设官办的文化艺术机构。民间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有10多个戏

剧箱班，8家私人书店，13个书摊，各类流散艺人约有千人之数。 ．‘

解放后，中共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艺术工作。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多

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文化网点，坚持了多样性，经常性、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充分显示出新

型文化的多种功能。 。

1949年解放时至1956年，对旧有文化进行了改造，新的文化体系逐步建立。县府内设置

了文化科(后合并为文教科，文教局)，县级人民文化馆、新华书店、汉剧团：楚剧团，电

影管理站相继成立，还成立了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1951年首次由政府举办了全县性民间

文艺调演，推动了改造旧文化的工作。全县文艺工作者坚持说新、唱新、演新，土改复查

肘，创作和成功地排演了《林家大湾血泪仇》，《智斗美女蛇》等新戏。至1956年，全县有

两个文化馆和4个区文化站及523个农村俱乐部，2个专业剧团和118个业余剧团，5个电影

队，2个图书发行门市部和10个区供销合作社发行点。整个文化系统共有干部职3"-156

人。’ ·． ：

，．1'956年"'1966年，‘在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黟方针的指导下，新洲文艺工作

的氧点是建设网点，培训骨干，加快普及。其间虽有偏颇，但纠正及时，故发展仍属健康。：

1956年始，以农村俱乐部为中心，发展电影放映网，图书发行网。此后两年，农村俱乐部发

展到500多个。电影队实行分片包干，巡逼普及放映。曲艺队分三组轮流去农村，两个专业

剧团以举水河为界分片上山下乡演出。1958年，区文化站，国办电影队，区供销社图书发行

点一窝风地下放给人民公社。公社设文化馆、电影队，新华书店。这年，全县出现赛歌，赛

诗热潮。俱乐部活动最为活跃，陶山铺俱乐部被中共新洲县委宣传部编写成书由湖北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1960年，公社财力不支，管理欠妥，电影队和图书发行恢复原有体制，文化

馆、站全部撤销，农村俱乐部减至232个。1962年起，群众文化活动贯彻执行“业余、自愿、

小型、多样’’的原则，农村俱乐部发展到760个。县文化馆加强了对各类文艺骨干的培训和

辅导，活动屡见生机。1964年暑期，湖北省歌咏现场会在新洲召开。现场会期间，各地演

唱、演奏、歌咏，音乐会约1200场，15000余人参加。文艺小说《一河两岸》，《山水主

人》，电影剧本《山水主人》，挖掘整理的中型传统剧《杨三笑钓蛤蟆》相继问世。次年，．

开办各类训练班，培训各类文艺骨干800余人。至1966年底，全县有4个文化馆、站和640个

农村文化室(原农村俱乐部易名)，2个专业剧团，11个国办电影队和1座简易电影院，8

个国营图书发行门市部和50个供销社发行点，全系统共有干部职_T_．172入。
。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文艺工作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但新洲

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没有停止，创造了适于当时

群众欢迎的文艺活动形式，改变了“单一"， “枯燥黟的局面。1973年，大渡一队宣传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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