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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
、

、 。一

我国是世界上的一大文明古国。灿烂而悠久的文化，是我们 ：

’

中华民族的骄傲。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无价
。

之宝。现在i我们正处在继往开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新的历史时期，建设需要文化，文化也需要建设。为了比较全
、 面，系统地追溯和了解华容文化的演变历史，探讨文化发展的规

，

律，’更好地继承文化遗产，取其精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同时也为了以史为镜，惠及后世，推进文化的继续发展

和繁荣，我县文化界的同志通过比较长时间的艰苦努力，编纂了

《华容县文化体育志》。我对这部地方专业志的问世表示祝贺，

且应主编之托，欣然主审，命笔作序。 一 ， ．
，

t

我以为，方志的基本功能在于资治、存史和裨教化。要资治，

、，就既要秉笔直书，又要政治观点正确，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巩。
‘

。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要存史，就要史料完整、史实准确，既经

得起历史的检验，又可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参考，要裨教化，就要

， 讲究可读性，不仅使人们喜读、爱读，而且读后有所启迪，有所

进益。总的看来，《华容县文化体育志》在这些方面都称得上是

好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这部志书还具有这样三个方面的鲜明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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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容量上说，具有广博的特点。全书洋洋36万字，
， 上起已知事端，下至本世纪80年代末，记述了几千年华容文化演

变和发展的历史，记载了不少古今贤达名流，更多的则是民间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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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工巧匠和文化工作者及业余文艺骨干，涉及政治，经济、

哲学、宗教、文化、建筑等各个领域，汇编了大量的华容民间文 ．

：学艺术珍品。可谓包罗万象，源远流长。，
‘

其二：从史料上说，具有翔实的特点。编纂者查阅了大量文

献档案，搜集了大量的口碑资料，在掌握了近600万字资料的基

础上，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今略古、宁缺勿讹的原则，

探源索流，精心筛选，+考证注释，才编修成书。可谓精益求精，

、史实可信。 ，‘
：

。‘ ’

， 其三。从对历史的评价上说，具有公正的特点。本志书运用 ．

。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记、传、图、表、考、录等多种形式，客观
⋯

地再现了华容县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特别是着重记述了建国40

年来华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功过得失。可谓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 _
：

。，

由于志书记述的时间跨度很长，编纂的时间太短，加之掌握
‘

的史料有限，尤其是宋、元时期的史料掌握甚少，书中几乎留下

空白，确属一大憾事。 ，

．

然而，瑕不掩瑜，它毕竟是华容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文

化专志，是一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资料的广泛性、真实性、，

知识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好志书。 ，
．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黟无疑，《华容县文。

化体育志》的问世，必将促进华容文化体育事业的承前启后，推， 。

陈出新，必将激励近七十万华容儿女进一步迸发才华，促进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为继续谱写华容文化体育新篇章作

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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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华容县委副书记熊金香 ．

’

。 ； 1989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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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文化体育志》的编纂出版，是华容文化体育界和文。

化体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作为编纂领导小组的一员，有幸和编
： 纂小组的同志们共尝艰辛，共品苦乐，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自
．． 然是感慨系之。同志们嘱我为本志作序，自当欣然从命，万般感

‘

慨归结为三句话：出版可嘉l志书可信l精神可赞!
- 、华容，古称川原要会，湖湘名区。富饶的土地养育了勤劳的人

民’勤劳的人民创造了绚丽的文化。车轱山遗址考古挖掘证明，

． 早在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华容先民就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
’

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此后星移斗转，朝代更迭，代有文化名

人和文学名篇产生。从汉代大经学家刘向到唐朝名士张说，从明

朝兵部尚书刘大夏到近代左翼作家方之中，都在华容留下了诗文

： 。和足迹。新中国成立后，华容的专业文化体育和群众文化体育更是
．． ，-

兴旺发达，喜讯频传。然而，以往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一

直未能编纂出版一部华容文化体育专志。一些重要的华容文化名

， 人，名诗、名篇仅在明、清县志中简略记叙，大量的民间文化体
， 育活动、民间文学等很少见诸文字。而今欣逢盛世，在中国共产

党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一部前无古

?

”

人、后启来者的《华容文化体育志》终于得以成书问世。这是华妒
’

容文化体育史上的盛事，是华容文化体育同仁的乐事，是为可
j“ 喜。j’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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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地方志是古老中华灿烂

文化的一部分。继承这种传统，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纂出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型志书，是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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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所需。本志的编纂工作者们遵循辩证唯

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当代，详

今略古，忠实地记叙了全县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包

括文化体育机构的沿革、民间文艺形式、文艺创作、专业文化体

育组织及活动、名胜古迹和考古发掘诸方面，内容详备，体例合

理，图文并茂。编纂小组的同志们在深入调查研究，大量占有材

料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加工，才得以编

纂出这一部观点正确、史实准确的专业志。尽管编纂者水平不

高，资料不足，但本志忠实于历史和事实，因而能经得起历史的

考验和群众的检验，是为可信。、 ．

．

．．
二

。 编史修志是一项大的社会工程，如果没有领导的重视，没有

各界的支持，没有编纂者的共同努力，是无论如何难以成书的。。



别事物延伸到1991年。
’

，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计有概述、大事记、组织机，

构、民间文艺形式、文艺创作、专业文化机构及活动、文物、体
育共八个部分。 ，

·

．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要求行文朴实、简洁、流

畅、据事直书，叙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

四、本志实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内容详备，

使主要史料得以保存。事件叙述交叉出现时，则此详彼略。

。 五，本志对年代、时间及人物的称述：1949年10月1日前

者，称“新中国建立前”；后者，称“新中国建立后"。历史纪

年分称时，前者，按朝代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后者，用公．

元纪年，人物称谓，直书姓名。 j

六、本志记录的著作(含外籍人在华容工作期间的著作)。

系在省级以上报刊、出版社、展览会、会演调演、电台电视台发

表、出版、展出、演出、播放的作品。 ．

七、本志附录的获奖文艺作品名单，凡搜集到了的地：市级
以上获奖作品皆收入。

八，本志所附录的著述目录，是根据有关资料汇集而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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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容，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里，华容人

。 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车轱山新
‘

石器时代的遗址，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到龙山文化，延绵近两一
’

千年。从发掘出土的两千多件文物中，使我们惊奇地看到，早在五
。

六千年前的华容先民，就有了很强的审美意识和精湛的工艺水，

平；如胎厚仅0．5,-．-0．3厘米的“蛋壳芦彩陶杯和朱绘灰陶碗，

磨光陶豆、红地黑彩陶罐、陶簋，型制规整，色彩鲜明，制作精
‘

巧，图纹生动。这使人对以往有些史志关于“蛮貊之邦，化外之．

民，，的说法，不得不重新加以审视。 ·
，

。

‘71

古华容文化从属于楚文化，是其历史地理条件决定的。近年鲔
．’ 鱼须镇楚墓群出土文物的造型，施彩尚红崇左的特点，充分显示

。

出古华容文化与当时发展的楚文化有从属关系。在这块丰腴的文

． ’化土壤上，代有文化名人和文学名篇产生。还有代代相传的民
‘ ’

’

侗文学、民间工艺、以及各种表现形式的民间传统文化活动。这

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足以说明，古老的华容是一个文化之乡。有明

一代，华容人文鼎盛，从洪武立国到万历县志纂成(1368-'--'1612)

．的两百多年里，共有贡士、举人i进士340多人在当时的中央和各

地方任职，仅部级官吏就有7人。30余人留有文论、诗赋等著述_7m，

8余种，1200多卷行世。这是封建社会华容出现的第一个文化高潮。 ．

明清两朝，万年醇、严首升、孙宜、孙珏等人学识渊博，著述精
‘

．． 深，流传甚广。万年醇的《洞庭湖志》被国内外许多图书馆珍藏，
’

至今仍为研究洞庭湖区历史变迁的重要史籍。 ．‘
一

。孝辛亥革命时期，华容是武昌首义风气响应的先列。一大批仁
。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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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志士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刘韵琴女士
以其横溢的才华、犀利的笔锋，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通讯、

散文、诗词、小说、戏剧，宣扬民主主义思想，抨击世界列

强、揭露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i罪恶，矛头直指袁世凯，

被全国新闻界、文化界称为中国第一个女新闻记者。江西陈荣广

在《韵琴杂著》序言中说。“吾国女界以文字托业于新闻，影响

政局，启迪人群者，当推刘女士韵琴始矣。J，I其后f有罗喜闻等

人鼓动留法勤工俭学，高风、何长工等·大批文化青年，办报

刊，兴学校、演新戏，宣传新思想，鼓动民众革命。从省城到乡

村，从华容到海外，声气相求，互相呼应，使华容群众文化运

动，成为在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

义大潮中的触目浪花。《海外乡谈》、《华容镜》等报刊就誉

播国内外。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方之中将军，积极参与以鲁迅为

旗帜的“左联驴新文化运动，．在上海主编《夜莺月刊》，发表鲁

迅先生《三月的租界》、《写于深夜里》等匕首投枪式的杂文，

并创作了以华容明碧山命名的小说集《花家冲》。土地革命时

期，在中国共产党华容县委的领导下，苏维埃教育委员会大办列

宁小学和夜校，组织群众学文化、唱新歌、演文明戏，革命歌

谣，唱遍全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苏区群众文化更是蓬蓬勃

勃。抗Fi战争时期，桃花山一带是石公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新

。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在杨振东率领下，发动群众，运用演讲、教

歌、演戏、办墙报等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开展宣传，在文武两个方

’面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7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容的文化事业进入有领导、有

计划、有组织的发展新阶段，沿着“普及基础上提高，提高指导

下普及”的路子不断前进，中间虽有曲折，但总的是在前进。50

年代初期，配合建立巩固人民政权，废除封建经济制度，转变落

后迷信传统观念等重大改革活动，文化战线作了大量的普及工

作。从当时的宣传出发，除少量创作和部分引进，大量是采用



“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使民间的歌谣、戏剧、说唱及玩龙，舞

狮、划彩船、玩蚌壳等都换上新的内容。接着文化馆、新华书

店、文工团、电影队等文化事业机构也樱继建立。县、乡、村各级

和各部门都配备专、兼职文化干部和宣传干部，使群众文化活动 一

有领导地广泛开展起来。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大跃

进"中强调“群众文化放卫星”，“文化大革命"中，在文艺靛!

‘线乱批封资修、搞“一花独放”，这都违反了文艺创作规律和群

众文化发展规律，挫伤了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造成了不 ，

畔

应有的损失。． ，
j

，．

一 。一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政治和思想上☆长

“拨乱反正刀：‘‘正本清源"，文艺工作又遵循‘‘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古为今

一，用、洋为中用刀的方针，努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和积极领导专业，

和业余文艺创作，全县文化事业的发展又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一1 文艺组织和队伍进一步发展1981年，．华容县成立了文化．

局。26个乡镇都相继建立了文化站，使县乡两级都有了文化管理

机构和进行各种文化活动的场所。1984年，恢复了华容县文学艺
’

‘

术界联合会。到1988年止，全县共拥有文学、戏剧、音乐、舞

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诗词等各类协会会员515人，其

中；国家级协会会员5人，‘省级协会会员23人。“ ；’ ，

．‘ 图书发行的范围和数量不断增．fID“文化大革命"十年，全
’

县图书发行总额仅265万多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年，书店‘

。 销售总额达1247万多元，较前增长3．7倍。到1988年底止，全县．

先后建立各级各类图书馆(室)538个，其中藏书万册以上的有．

’12个，总藏书量计45万多册。 ’

‘

。

。

电影，电视迅速普及 到1988年，全县共修建电影院2座，．

有电影队77个。1979"-'-'1988年十年中，全县共放映电影20多万垢
次，观众达2．4亿多人次。到1989年止，全县城乡电视机5．7万台，

i 占总户数的46．64％，并有了自办节目。 ，。
：，

蓦
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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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

的发展。但就其本身的发展步伐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仍很缓

慢。在封建社会里，民间文艺被轻视，被鄙弃，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状

-r态，发展尤其缓慢。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

劳动人民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主

人，人民文化事业的发展，才能根深叶茂，果硕花红。纵观历

史，对比现实，认真审视，有如下启示：。。 ．

．
．

7． 二要繁荣文化，需要全面理解“两为"方向和正确执行．“双

1。百"方针。早在民国31年(194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的指导思想。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黟期间，有
‘

些人对此作了片面理解，在开展文化活动和进行文艺创作时，口号

。是“要为工农兵"，而实际上往往排斥了包括工农兵在内的大

多数劳动群众，致使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华容的文化工作一改过去文艺单打一的局面，文化领域姹紫嫣

红。但我们不能忽视在改革开放中，“开窗户放进新鲜空气时也

放迸几个蚊子和灰尘移，这些外来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同本地

残留的封建迷信的东西相掺和，一时造成污染。近年来，通过大

力清污扫黄、整顿文化市场，才又得以健康前进。 一

“推陈出新”，是自然发展规律，亦是文艺发展规律。文化

．事业无疑要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个基地，在继承中

求创新、求发展，绝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国民

党的华容政府把传统文化都当作“既伤风化、又碍治安"①的东

西加以明令查禁，“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传统文化一律当作’

．“四旧舻扫荡，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崇洋媚外，无视中国灿烂

的文化传统s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当然，不加批判，不分精华和

··——--——-—--．．．．．．．．．．．．．--．．．—-：--—-—一

①引自民国31年(1932)华客县政府《告全县保甲长书》．

’

． 5 ，

． 』 ，



统吸收，’这也是极为错误的。近些年，我们贯彻矗两为"、；。
力方针，既抓创新、创作各类反映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艾

：也重视批判地继承、搜集，挖掘，整理民间艺术，先后

《民间歌曲》÷《民间舞蹈》、《民间故事》、《民间歌

《民间谚语》，《民间曲艺音乐》、《民间器乐》等7个

资料整理本，40多万字。二者结合，相辅相成，产生了较好的社

会效益l如参考民间舞蹈“采龙船"而创作的表演唱《水上商店》

． 赴省调演，被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入《群众文艺开新花》的舞台艺

术片中，根据民间舞蹈“蚌壳舞"刨作的舞蹈《珍珠姑娘》参加_

． 省民间舞蹈调演，获创作表演两个一等奖，都是“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的生动说明．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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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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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边花

一- ，

、 ．鼓，华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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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县城明达高等学堂以“强壮国民之身体力为口号，把体操课
?

列为必修学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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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

． 民国元年(191 2)

华容办有阅报社一处。· r

华容设立第一家书纸印刷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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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5年(伯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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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韵琴出版了《韵琴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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