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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枫叶绽红，菊花吐艳时节，铜鼓第一部“文化艺术

志"脱稿成书了。它载着历史的深沉，现实的热烈，客观地反

映本县文艺事业的兴衰成败，它捧着舂的蓓蕾，秋的果实，以

真挚的情感告慰先人，激励来者。 ．、

1自古至今，巍巍玉泉山藏龙卧虎，滔滔定江水溢彩泛光。

是这山，这水，滋润了灿烂的铜鼓文艺，哺育出历代风流人

物·且不提胡浚源著述立说、作品等身，亦慢表帅家乾笔走龙

蛇，名扬域外。因为，众多革命前辈用血与火铸成的苏区文

艺，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值得刻于磐

竹、载入史籍。
’

毋庸置疑，铜鼓文化艺术的兴盛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这一时期，群文、戏剧、电影，图书，文博等方面均有

长足的发展，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山里老儇的影

画佳品，步入神州最高的艺术宫殿，林区俗子的诗文墨宝，登

上赤县各地的大雅之堂⋯⋯此间虽然尚未发现惊世大作，千古

绝唱，但无论百字尺幅，多能紧扣时代脉搏，表达群众意愿，

既见铜鼓儿女的勤奋，聪颖之光，亦显红土地的盎然生机、无

穷活力。 ．

喜今朝，本志汇当地文艺史实于一册，播积极影响至久

远。但愿铜鼓人民的子孙后代能以此为镜，继续坚持文艺的

。两为弦方向，让社会主义文化之花，在老区的文

奇斗妍、永不凋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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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 二、本志实事求是，秉笔直书铜鼓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与 一

现状，以求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之作用。 ’．。

三、本志以章统节，以节统目，“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上限追溯到可以追溯的年代，下限1990年。． ，

四，本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编纂重点放在建国

后，力求突出时代、地方与专业特色。 。 ?

五、本志以志为主，兼用述、记、传，图、表，录等文

体。序言，概述、．大事记置于卷首，图、表、录分别附于有关

章节7 ． ，
．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事系人，以事见
人。

．．．

，
、．|．

， ： ，

． 七、本志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和国家规定的简化字。数目

字除引文序词，历史年号外，均用阿拉伯数害。纪年著录，清
以前用历史年号、注明公元年号，民国起以公元纪年。，。 ．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现存档案，县志、报刊、有关单位的

书面资料和已经核实的口碑资料。． ．． n_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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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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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位于吴头楚尾、赣西北边陲，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

地。这里山青水绿，竹木竞秀，3千多年前就有人类聚居。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镉鼓人民顶天立地，崇文尚武，创造了丰

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o ．

‘

：’ ·
。 一

自宋天圣五年至清末，铜鼓贤人辈出，名见州史县志的文

武进士、举子计有135人。邑内黎元，诗赋兼通者亦为数不寡。，

然而，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幸存下来的艺文已是九牛一

毫，且多出自清人手笔。如袁珥、李誊，胡浚源，．周玉衡、肖

公显等都有著述流传至今，其中，胡浚源著作颇丰- ．i

：文举胡浚源(1748--,1824年)字甫渊、号乙灯，锕鼓带溪

人。清乾隆五十二年赴京会试，被吏部启任，先后在河南商一

水，考城、新郑等县任知县8年。在任期间，他重道爱民，公

正清廉，百姓奉其为“神君黟、“佛爷黟，上司亦赞之曰。．

“醇儒良吏黟。辞官返乡后，胡浚源将精力集中于培植后进，

执教10年有余。他一生勤于笔耕，著有《随遇草》，《愁旅

赋》，《饮墨时艺》．、((斗酒篇))、《豫小风》、《铁拍集》、，

《遗忠录》、《雾海随笔》，《楚辞新注求确》等书稿130余

卷，被同僚们誉为“江右继欧、黄之后又一文豪"。
。

在书画方面，铜鼓亦不乏其人。黄朝甲戎马余闲，能对善

书，有“丝纶阁下文章静，花萼楼前雨露新"等门，厅’联传

世。杨奠川善画渔樵耕读、八洞神仙等人物和风雪雨晴等时情 j

景i作品流传于县内外。但黄，杨二人的名气大不过“也可老

人，，：帅家乾。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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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家乾，清雍正年间生人，家居铜鼓排埠。他自幼喜爱写

字，常于放牛处刮平沙地当纸，以小木棍代笔习练点画。及至

年长，靠砍柴卖钱，．买些纸笔墨砚与名人字帖，勤学苦练，书

法技艺日见精进。乾隆三十八年，他的书品被入转送皇宫，乾

．隆帝览后，亲批搿也可黟，并盖上图章。自此，家乾名声大

噪，重金求书、求教者甚众。晚年，他便自号“也可老人劳。

．铜鼓的文物古迹，遍布全县各地。西周，春秋遗址，唐宋

窑址，古代墓葬，石刻群以及塔、桥、坊与书院等传统建筑，

无不证实邑内有着灿烂的古文化。试剑石，仙羊寨，灵石庵、

七重门、曲水园、游苏巷等名胜，既吸引罗洪先、罗隐、邓子

龙等墨客武夫望景兴叹、歌之蹈之，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美

丽、神奇的传说。

县内的民间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姿。本地的传统灯彩有

．“七鲤抢虾黟，“渔樵耕读胗和矗太平灯一。民歌亦有“山

歌’’．“小调修、“灯歌"，“号子"，g儿歌"，。风俗歌黟

等多种。清光绪年间，境内出现“玉堂汉剧班"，尔后又陆续

引进了采茶，木偶、花鼓等戏种，演出((凤仪亭》，《杏花落

园》等传统剧目。 ．

一●一

1913年，铜鼓，修水分开，单独建县。因受“五四黟新文

化运动的影响，铜鼓于1921年冬成立了以师生为主体的文明新

剧团，在县城演出《安重根》，《婚姻误》等时装戏。与此同

时，以李昌水为首组建的“官仓花鼓班’’，也在丰田一带上演

《刘海砍樵》，《戒洋烟》等剧目。 ，

土地革命的烈火，将铜鼓烧炼成苏区。苏区文艺的主要宣
’

传形式是歌谣、曲艺，戏剧、刊物和传单，标语。1927"．,1934

’年，苏区各机关，部队都设立了列宁室，俱乐部，红色文工团

或武装宣传队，经常开展各种文化宣传活动，丰富、，活跃了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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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湘鄂赣第一军分区奉省委指

宣传队一。该队经常深入湘鄂赣边

区，演出《擦亮眼睛》、《四姐下凡》等时装戏与传统戏。与

此同时，三都陈清云等人组成“榨溪养性俱乐部”，倡导正当

娱乐，反对嫖赌陋习·这一时期的刊锄，主要有3种。一是中

共铜鼓县委创办的《赤潮》，二是湘鄂赣省委创办的机关报

《斗争》，三是少共省委创办的机关通讯《列宁青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县立第一区中心小学成立“抗日宣传

团"，经常深入城乡、营房及后方医院开展抗日宣传。抗战

期间，南浔师管区司令部迁驻铜鼓西湖，司令刘景武主持成立

“南浔京剧团"，演出活动持续6年o 1945年，定江小学教员

组织话剧团，编演《五百万》等新戏，揭露投机奸商囤积居

奇、乱抬物价的丑行。．1947年，铜鼓中学由校长牵头，成立京

剧团，每逢开学典礼或节日都开展演出活动。 ‘．

民国时期的县政府同历代县衙一样，未设领导文化事业的

专门机构。1913"--'1945年，先后由教育公所，劝学所，教育

局，县视学、第三科兼管。1946年设民众教育馆专管文化业

务。 ．

。

，三 ．

1949年9月，县人民政府设立教育科，兼管文化工作。同

年儿月，接收民众教育馆，建立人民教育馆。1951年3月，教

育科改称文化教育科。1952年冬，人民教育馆改称文化馆。

1956年10月，文化教育科改称文化教育局(以下简称“文教

局一)。1951一-1957年，县文教系统积极配合土改，镇反、抗

美援朝等政治运动，广泛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县新华书店，地

方剧团，电影队相继成立，农村文化站、俱乐部，·业余剧团等

基层文艺组织逐步增多．‘
。· ‘．．

’

195S年，浮夸风骤起．文艺领城亦大放懈卫星一．县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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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代表团出席南昌专区“文艺卫星"，会师大会，．铜鼓有

获奖。同年，县委、县人委联合发出“关于抓紧时机突击

群众文化普及活动的指示"，并由县长挂帅，成立了“铜鼓县

庆祝建国十周年文学创作委员会’’。 ，

j

： 1959年，全县掀起群众文艺创作热潮。城垒各地成立的文

艺创作组多达600个，创作的山(诗)歌、壁画数以万计，县文 ，

学创作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沩山下红旗飘》、《十年中一 ；

日》，《红色歌谣》等文艺作品集，基层文化组织迅速发展，·
’

宜春专区农村文化工作现场会在铜鼓召开o √

1960,'-,1965年，县文化馆、新华书店先后被评为全省系统

先进单位，县地方剧团首次跨省。在湖南、湖北的10余个县、

．市巡回演出J古桥民歌手涂雪梅演唱的急板山歌。《翻身卖余
’

粮》被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农民业余作者李南伦出席全国青

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
．，、 ．

‘．
、

1966年6月，县文教局受“文化大革命”冲击，陷入瘫

痪。“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焚毁剧团古装戏服装道

具；馆(私)藏图书、史料及古建筑严重受损；一些文化工作

干部和文艺工作者遭到批斗；由造反派组织的宣传队杀上舞1

台，唱“语录歌力、跳“忠字舞矽、念“枪杆词"。1967年2，

月，县级机关大改组，文教局被撤销。1968年3月，全县文化 I

工作由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兼管。同年10月，县文化 |

馆、新华书店、剧团，电影队，广播站合并，成立县毛泽东思 j

想宣传站，1970年11月改称文化工作站。1973年3月撤销文化 {

工作站，文教局及下属各文化单位恢复原建置。整个“文化大 {

革命力期间，．8个“革命样板戏”占领舞台与银幕I民间艺术

’受压抑，传统剧目被禁演；文艺创作局限于，誓以阶级斗争为
纲矽，群文工作处于一筹莫展的地步。．| ．

’． 。，

，，。．1976年10且，，“四人帮?垮台，文艺事业日趋兴旺。：特别

O
’

’

‘

，

／



是党的十_届三中全会以来，极左路线得到纠．正，县委、县政
府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1984年3月，文化，教育分开i

成立县文化广播电视局，1984年6月，县文化局单独建置。自

此，文艺事业有了专门的领导机构。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四

化黟建设的发展，全县群文，电影，文物，文艺刨作，图书发‘

行与藏借等方面齐头并进，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_
1978-,-,1990年，全县农村已建文化(中心)站16个，俱乐

部75个，图书室177个，文化个体P302家，业余文艺宣传队20

。个，基本上形成了多层次，多功能的群众文化网络。县城文化

中心包括肖家祠、西湖公园，纪念馆与文化中心大楼，占地3．6

万平方米，溶革命传统教育和文化娱乐于■体，极大地丰富了

山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积极倡导并参加边境文化活

动，密切了毗邻省，县的友好关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o
‘

1978A-,1990年，实现了乡乡场场都办电影队的目标，放映

单位曾有37"个9贯彻《汪西省电影放映管理条例》后，重新登

记在册的放映单位有25个a其中，35毫米放映单位3仑，

16毫米放映单位22个。县城新建一座电影院，放映设备也进

行了更新。大部分乡村的观影条件亦大为改善Z．放映收入年年

递增o
。

． ．·：
4_

’

1978年～1990年，开展全县文物普查，发现西周、春秋遗

址15处，石器遗存点3处，古墓葬10处，古建筑14处，历代石

刻14处，重要革命旧址25处；收集历史文物200余件，革命文物

400余件。部分吉建筑和革命旧址已修葺一新。城乡上下形成了

文物保护网。秋收起义纪念馆增辟了‘‘铜鼓县革命烈士纪念

馆黟和历史文物陈列展览，举办大型专题展览6次o ，

1978-、-1990年，县新华书店宿舍，店房总面积已达1759平

方米，营业、办公，书库，，生活用房基本配套。图书发行销售

量不断增长，连续6年超额完成省店下达的各项计划指标，被

{Ilfi}t女I{k-Fr-，lll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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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省农村发行先进单位。实行经理责任承包制以来，年年超

额完成各项任务。1990年，全县图书销售总额达896177元，比

1965年增长29倍多。
‘

1979,'-,1990年，县图书馆藏书已有61626册，接待读者18

万余人次，图书流通20余万册次。城乡各地巳建图书室(集体)

177个，藏书8．6JY余册。在搞好图书藏借，采编的同时，县馆

大力加强宣传，辅导工作，坚持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并

经常组织读者开展书评活动。此外，曾创办“科技与信息力，

“管理与改革"等油印小刊物，主动热情地为县、乡企业无偿

提供经济信息。

1978&,1990年，地区以上报刊、展览发表、展出铜鼓。．由文

艺作品900余件(篇，首，幅)，是1950"--1977年发表、展出

作品总数的8．9倍。其中，有190余件作品获奖。．与此同时，先

后形成了摄影、美术、书法、文学、音舞、影视协会和诗社等

文艺创作群体。专业与业余作者队伍迅速发展为300余人，是

1977年前作者总数的6倍强。

在党的“双百"方针和“二为黟方向的指引下，铜鼓的文

艺事业日趋繁荣，群众的文化生活愈来愈丰富多彩。我们坚

信t明天，铜鼓文艺之花将绽放得更加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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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

一 (1084--．1990) ．

．

’

宋元丰七年(1084年)

’

端午节前苏轼往视苏辙，路经带溪，造访当地布衣居士

胡安鼎，彼此谈咏吟诗，留下一段佳话。
’

．

’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排埠帅家乾的书法条幅被人送进皇宫，乾隆皇帝览后，亲

批。也可黟，以示赞赏。·
。

光绪十九年(1898年)
‘

三都东浒袁益躬等人发起成立“玉堂汉戏班秒。这是邑内

最早出现的业余戏剧团体。
一 一

。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

●

棋坪王有道等人组成木偶戏班。

· ．光绪三+二年(1906年)

废除科举制度，儒学署改称劝学所。

。

1912年(民国元年)

载撤劝学所，改设学务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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