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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形胜，控吴头而居楚尾，襟湘东而连南粤?▲天地灵秀之气：独

钟于此。红拂慧眼识高士，朱熹设帐惠学子，其风流余韵，至今犹回荡

干渌水西山之间。更有插秧时节，山歌互答；稻熟之后，戏文连台。堪

称文化鼎盛之区，人才荟集之地。所以不见经传者，盖因从宋嘉定十二

年(1219)纂修《渌江志》起，经明、清而迄民国，虽修志十有一次，

惜无文化专志或专章，只在某些章节中略有提及，至于民间传统文化的

记载，更是凤毛麟角，挂一漏万；众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因而湮

没失传。有识之士每言及此，引为憾事。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二

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醴陵的文化事业百废俱兴，与时共

进，茂林嘉卉，蔚为大观。呈现亘古未有的繁荣景象。凡我醴人，有目

共睹，切盼修志以记之。

’为了“资治、存史、教化"，全面了解醴陵文化的源流，继往开

来，振兴桑梓，在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我们于1986年间成立

文化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写组，着手进行工作。虽云盛世修志，但修志

不易，修文化志尤难。有的资料散失不齐，征集非易；有的史实湮没不

彰，查对无门。醴陵虽于东汉置县，文化的孕育发展却可以追溯到商周

以远。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史料，也因文革劫难，流失颇多，遂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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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既难略，今也难详”的局面。修志伊始，编纂人员或奔走于城乡，

或翻检于篇籍，或伏案于文几，于是者凡三载，修成初稿，几经增删，

又逾两年，终于成书。其间辛劳，难以尽述，至于成败得失，留待行家

与后人评说，志既修成，即遂心愿矣!

是为浑。

易根 南

。九九一年九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以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准绳．记述醴陵文化

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存真求实，略古详今，以起资政、教化、存史的作

用。 ·

， 二、本志记述时限，上限因事溯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为1 990

年，个别事须告一段落，记到1991年。

三，本志所选资料，采自有关文书档案、文献、报纸书刊，及经过

核实的口碑资料。目前难于定论者，．不予选用。
‘

四、本志中的简称，如“省’’、7搿县”、 “市”，系指湖南省、醴 。

陵县、市，株洲市不简称。 “公社”指人民公社， 搿大队一指生产大

队。复杂的机构名称，首次全称，以后简称，如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

民运动醴陵纪念馆，简称“纪念馆”。

五、本志行文，按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订的《湖南省志编写行文

通则(修订本)》执行。
’

六、《文艺创作》中叙述著名作者、作品，着重于1950--1990年，

而醴陵文人遍布国内外，著名作品颇多，不少人难于联系，付诸阙如。
●

七、资料不便入志书正文，而有重要参考价值，列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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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醴陵文化，源远流长。三门的旧石器遗址，漂沙井的大溪文化遗址

(二址原属醴陵，现属株洲县)，仙霞、板杉、八步桥等地的商周遗

址，标志着先民胼手胝足，劳动生产所创造的早期文化。

醴陵秦为长沙郡地，西汉为侯国，东汉立县，至今已一千九百年。

唐代，民歌小调及灯舞已相当流行。器乐曲、雕塑、绘画，受佛、道两

教影响，逐渐丰富、发展。元代流行春锣。明代，东乡一带流行土地

灯、星子灯，惜无详细文字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文化部门先

后多次组织力量，挖掘整理民间传统文艺节目，抢救了不少频临失传的

文艺珍品。1956年挖堀整理的“蚌舞”、 “武扯笋”，在省垣会演获

奖； “思情鬼歌”从醴陵、长沙唱到北京；演员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家领

导人接见。1984年，省文化厅将醴陵的“星子灯”选入《湖南民间舞蹈

集成》。1986年，醴陵的木雕人头象和篾织麻篮，在北京民间工艺美术

展览会展出。经搜集整理民间器乐曲，使失传已久的迎亲专用器乐曲一

一“大河水’’重现乐坛。

醴陵的民歌，同宗教酬神祭祀的音乐舞蹈相结合，形成戏剧雏型。

明初，江西大量移民来醴陵、长沙、浏阳等地，随之，江西的弋阳腔与

醴陵、浏阳一带的民歌相融合，经长期演化，至清中叶，具有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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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乱四种声腔的湘剧，就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醴陵在内的湘东地区

形成。蚌灯和竹马灯，经长期演变，由搿二小戏”， 搿三小戏”发展成

花鼓戏。醴陵的民歌小调丰富，花鼓戏的唱腔形成独具特色的“醴陵路

子”，成为长沙花鼓戏五大表演路子之一。

醴陵的文艺创作，人才辈出。唐宋以诗赋取士，宋代醴陵有进士1s

人。文化教育发达，不少文入学士写诗填词，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明

代，名人书目有31种，清代名著达200多部。清末民初，有识之士，加入

南社，以诗词宣扬爱国思想，抨击封建统治，开醴陵文坛新风。民国时

期，吴楚才善画牛，并有理论著述。袁昌英的剧作，朱沃的小说，均驰

誉海内。北伐战争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诗词、歌谣，成为

战斗武器。抗日战争胜利后， “漠林文学社”在《醴陵民报》上辟专栏

发表诗歌、散文。新中国建立后，文艺创作欣欣向荣，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繁荣景象。1956年，醴陵新编湘剧高腔《拜月记》，由上海电影制片

厂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双报喜》到北京会演获奖。根据传统

戏改编的《湘子与林英》，有的中央领导观看后，赞赏其唱词富有诗情

画意。花鼓戏剧团创作并演出的《三换轿》，由省电台、电视台录音、

录象播放。醴陵的陶瓷工艺品精美无比，国内外人士视之为珍品。北京

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悬挂的春、夏、秋、冬4块瓷板画，出自醴陵画家之

手。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创作一度成为禁区，直至1976年后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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