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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继承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全面、系统地记述和反映兴宁县文艺方面的历

史，藉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吸取教训，启迪后人，兴宁县文化局子1985年4月正式

成立《兴宁县文化艺术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委会。经过近两年的紧张工作，在各方面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几易其稿，完成了《兴宁县文化艺术志》的编修工作。

兴宁自东晋成和六年(331)建置至今，已有1654年的历史。宁水钟灵，神光毓秀，

人才代出，诗文荟萃。当今盛世，正是修志的大好时机。我们编修《兴宁县文化艺术

志》，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人民的重托，事业的需要，又是一项崭新的工作。它不仅涉

及面广，时间跨度大，资料浩繁，而且对于大量口碑，文字图片资料，都必须进行紧张

而细致的抢救工作。不然，我们上对不起先辈，下对不起后代。因此，在编修过程中，

力求坚持尊重史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材料的取舍，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精

神，兢兢业业，不敢苟且。一年多来，先后向全国发出征稿信近200封，举行过50多次

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并派出专人到广州、梅县等地向有关部门和个人进行采访。与此同

时，还多次到县档案馆、图书馆、县志办等处查阅大批历史档案材料，共计收集文字资

料120余万字，珍贵图片5G张，各种图表30多份。

现在修成的《兴宁县文化艺术志》，共分14章55节，18万字，图片88幅，基本上做

到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古今结合，纵横交错，并以近、现代为主。它是我县文化艺术

历史的缩影。它的问世，必将为我县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推动我县文

化工作的更好开展。但是，由于资料比较缺乏和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错漏之处肯定不

少，深望前辈、读者不吝指教，不胜感激!

《兴宁县文化艺术志》编修领导小组

198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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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本志力求反映兴宁文艺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古今结合，以近现代为主，突出时

代特点与地方特点。

三、本志收编范围，上至宋代，下限至19s5年底。1986年至1987年的文化工作，用

大事记形式附录在附记中。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

五、本志中提到的党，均指中国共产党。

六、凡本志立小传者，均为已故的在文艺界较有影响的兴宁籍人士，按去世先后排

列。

七、按照通例，不为生人立传。现尚健在的著名文艺家，有的采用以事系人的办法

加以简介，有的列表，以表明我县人才济济，不愧为“文化之乡”。

八、本志材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县志办、图书馆、《兴宁文史》以及各部门编写

的史料或个人提供的资料。为节省篇幅，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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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唐 瑜

文化艺术的历史，反映着社会的变化，记载着文化艺术在各个时期社会发展中的功

过。了勰它的过去，对于我们今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去为人们的比

大自然更辽阔和深邃的精神世界服务，是十分必要的。不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艺的民

族，不是伟大的民族。对一个地区来说，难道不也应该珍惜自己的文艺事业吗?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图上，兴宁是一个不显眼的县份。但它的勤劳勇敢的人民有着

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有悠久的文化史迹。它在粤东曾被认为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成

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才。在革命战争期间，各种进步的文化活动曾经象嘹亮的号

角，唤起人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革命的、健康的文化活动

更是遍及城乡，在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鼓舞他们前进中起着强有力的作用。

作为一个原籍兴宁的干部，我为它的过去而感到自豪。我永远热爱故乡的山水，眷

恋那些曾经孕育我的童谣、山歌、传说、学校以及当年简陋的、甚至只是在地坪上围成

的文艺演出场所。现在，那些简陋的旧貌都改变了，如今出现在眼前的是钢筋水泥的影

剧院，宽敞舒适的电影场，式样新颖的图书馆，多种设施的文化馆了。因而，只要这样

略予比较，不也就提醒我们应该沿着什么道路继续前进吗?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愿

我们共同努方，使故乡这一片土地裁培出更加绚丽的花朵，为繁荣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一九八六年

注：作者唐瑜，．。是现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广东分会

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剧协广东分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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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罗 滨

今年是兴宁建县一千六百五十四周年，兴宁县文化局奉献出洋洋十八万字的《兴宁

县文化艺术志》，无疑是一份璀璨夺H-的贵重厚礼。
。。

作为一个长期在外面求学、工作和战斗的游予，读了这部文化艺术专志，使我大拓

视野，至为感奋：我的“胞衣迹”，原来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宫殿；我的乡亲

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息中，竟创造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宝藏!相信每一位兴宁同乡，读了

它以后，都会引为骄傲，都会充满自豪。

从这部专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兴宁约传统的和现实的文化艺术，有如下几个鲜明的

特点：一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是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三是门类较齐，丰富多

彩；四是内外交流，相互生发。凡此种种，本志都有阐述或简介，无需我米赘述了。在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兴宁文化艺术在发展进程中，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同步进展、比

翼双飞，以及它们的互摆渗透、互相借鉴的一些情况。

兴宁是梅县地区七个县市中建县历史最长的一个县。从东晋咸和六年至今的一千六

百五十四年中，她的经济发展虽然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总是生机勃勃，不断繁荣。一

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兴宁的文化艺术，作为兴宁政治、经济的集中

反映，它也总是处在先进的行列之中。兴宁县是长久以来就熠熠生辉的文化之乡、艺术

之乡!构成兴宁文化的两大部分，一是正统文化，一是民间文化。它们是两条河流，弯

弯曲曲，奔腾澎湃，殊途同归，汇入艺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属予封建统治阶级的

文化被视为专利权，据为本阶级的私有精神财富，自诩为正统的罐阳春自雪”；而属于

人民大众的文化，是庶民的精神产品，它在旧社会是被当作不能登太雅之堂的“下里巴

人”。作为一种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它又告诉人们；正统文化，必须向民间文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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