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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人员名单

编纂委员会

主任朱益民

副主任 周成龙蔡伟达陆雅祥

委 员 包慧英 沈盛 陈苏芬王晨光

李建国 陈品荣 马其中 张关华

徐敏王伟良严海城邱一鸣

陈建明 王学峰周慧君

编 辑 部

主编周成龙

副主编丁仲康马嘶风

编 辑何焕 蒋彬宽 马宏军 陆松筠

钱向阳林敏徐鸿祥徐眷雷

周敬文 朱家稀夏贤荣沈瑞

查康国 杨习华 崔泉森沈昌桂

滕英盛於嘉黄福国 杨炎汝

于金良何钟台 朱克明 严新荣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求实存真，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嘉兴文

化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保存地方文化资料，为发展和繁荣社会

主义文化提供借鉴与经验。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三部分。专志为本志主体，设群众文化、戏剧曲

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文学、图书、文物、电影、行政机构、人物共10编，以

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三、本志以语体文表达。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为

辅；专志以记述为主，按事分类，横排纵述，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人物部分遵循

“生不立传”通例，按地域及生年先后顺序记述。

四、记述范围为现嘉兴市建制辖区，以市区为重点，兼及各县(市)。上限追溯

至有资料可考的事物起源，下限截止1993年o 1994年至1998年发生的大事，增辑

《志余补记>，以求贴近现实。

五、对历史纪年，1949年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后用公元纪年。

年号纪年用汉字书写，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文中“解放后”指1949年5月7日

嘉兴解放后，“建国后”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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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华

嘉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济文化发达，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

邦”。早在7000多年前，我们祖先就创造了灿烂的马家浜文化。文化积淀丰厚，历

代文人辈出。汉代的严氏父子，唐代的顾况、陆贽，宋元时期的岳珂、赵孟坚、吴

镇，明清时期的项元汴、朱彝尊，近现代的蒲华、沈曾植、王国维、李叔同、张元济、

沈钧儒、沈雁冰等一大批蜚声国内外的文化名人，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和发展家乡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市

城乡文化网络日趋完善，文化设施初具规模，文化队伍不断壮大，文艺创作硕果累

累，文化市场蓬勃发展，群众文化生活绚丽多彩。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修志是件好事，也是件难事。嘉兴市文化局组织有关

人员，经过5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编撰了《嘉兴市文化志》。这是一部社会主义

新一代的文化专志。志书客观、系统地记叙了嘉兴市文化事业的历史和现状，遵

循修志的一般原则，着重记述了建国后嘉兴的文化发展过程，为指导当前和今后

的文化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提供了经验和依据，也为子孙

后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财富。

《嘉兴市文化志》的出版，是嘉兴文化界的一大喜事，在志书即将付梓之际，聊

陈数言，以表庆贺。深信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东风，

嘉兴市的文化事业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面临世纪之交，衷心祝愿全市广大文化工作者同心同德，开拓进取，谱写新篇

章，再创新辉煌1

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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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锡东

盛世修志，记事述史，是一种十分可喜的文化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

今，各市、县、镇所出的地方志如雨后春笋，竞以“求实存真”、“详今明古”的方法，

系统记述一个地方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构成一部部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资料书，

可谓洋洋大观。然而无论所谓旧志“侧重人文轻经济”，还是新志“侧重经济而略

于人文”，但凡综合体的志书，对具体内容不可能记述过深。因此，“物产丰富”可

以专业志补充，“人文发达”则需要编纂文化志o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所以浙江有“方志之乡”之美誉。《越绝书》是东汉

时期的著作，而中国的“文化志”则早在西汉时期就首创了，那便是《汉书》中的《艺

文志》。班固感慨于秦代之“燔灭文章，以愚黔首”，至汉兴以后“大收篇籍，广求遗

书”，因文化的复苏和发达，才写成这部记载详细的《艺文志》，起到“存史、资治、教

化”的积极作用。《艺文志》是我国文化艺术典籍中的瑰宝。

20世纪80年代，在各地“盛世修志”活动蓬勃开展的同时，我国文化艺术部门

也全面而有序地开展了编纂文化艺术志的巨大工程。所谓“十大志书”，包括文

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书法、摄影、舞蹈、曲艺、民间文学等不同文化艺术门

类．各自成立全国统一指导的编纂委员会后，在各省自成志书的基础上，集中编纂

的全国性的文化艺术类志书。主其事的许许多多文化部门的老领导与老一辈的

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遗余力，因为他们都是从十年浩

劫的残酷迫害中解放出来的，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的。

编纂文化志，必须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审视我国文化艺术的历史和现

状，既要珍惜、爱护我国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更要充分肯定“五四”以来的新

文化运动与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这不仅在《中国大百科全

书》有关文化艺术的篇章中得到体现，也将在陆续完成的文化艺术十大志书中得

到充分体现。

我省文化艺术类志书的编纂，不能不依靠各地区文化部门领导组织有关人士

共同参与。各地区在提供资料的同时，也为当地编纂文化艺术志奠定了基础。嘉

兴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十分重视“盛世修志”这项有益工作，因地制宜地对本市

文化事业所有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编纂成这部内容丰富的《嘉兴市文化志》，可



喜可贺!

编纂地方志不易，编纂文化志亦非易事。正如茅盾同志所说的，“集史料易，

史识难”。编文化志，首先要对本地区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个具体而准确的再认

识。例如：嘉兴市的地域文化有何特点?从历史沿革看，嘉兴文化属于越文化，还

是属于吴文化?在同属吴语系的嘉、湖、苏地区，在沪、苏、嘉三角地区，历来各种

文化艺术师承同源，发展同轨，文化人的流动与结社不受限制。历史上的吴门画

派对嘉兴地区的影响很大，20世纪初的“南社文人”中嘉兴人颇多，最早写白话小

说的“鸳鸯蝴蝶派”中有个苏州、嘉兴的作家群体；30年代，“梨园公会”登记的60

多个京剧水路班子，为杭、嘉、湖、苏、锡、常6个地区共同拥有；评弹艺术团体中有

光裕社、润裕社、普裕社，其中的润裕社为嘉兴籍评弹艺人的自愿结社。如此种

种，需要据史而论证，才能把握好地域文化的特点。所以说，地方志的编纂，强调

“志笔不能越境而书”；而文化志的编纂，似乎应以本地为主并适当“开阔视野”了。

“志”之所以要称“修”，是因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不断充实、不断修改

才能完善。《嘉兴市文化志》的问世值得庆贺，虽还有些“详古略今”，但也是允许

的。

是为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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