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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艺术

第一节 群众文化

    群众艺术馆

    机构沿革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地，为配合抗日救国动员民众，加紧

实施社会教育，决定在每一行政区划内设一民众教育馆。当时江西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

员公署设在景德镇，而景德镇属浮梁县管辖，故设江西省立浮梁民众教育馆。当年9月2

日江西省务会议决定委任周德之为馆长，全馆共14人，内部分设生计、艺术、教导3个部，

各部设主任1人，下设干事或事务员2至4人。

    1943年8月，周德之离任，蔡懋贞继任馆长。1947年初改由范一夏任馆长，直至
1949年5月。

    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军管会接管了民众教育馆，9月改为人民教育馆，12

月改名文化馆。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馆称群众文化组，归口景德镇市文化管理站管理。

1971年，又将群文组与工人文化宫合并，组建为阶级教育展览馆。1972年阶级教育展览

馆撤消，恢复文化馆建制，因馆址无着，仍然借用工人文化宫部分活动室办公。1980年9

月，根据文化部关于恢复地市级群众艺术馆名称的通知，景德镇市文化馆正式定名为景

德镇市群众艺术馆。1980年n月13日，工人文化宫大楼失火，馆藏书籍资料及开展业
务活动的全部设备损失殆尽，只好借用新华书店4楼的一间9平方米房间办公。1983
年，群众艺术馆新大楼建成。

    1949年9月改称人民教育馆时，馆内人员就自己动手，设计了木壳幻灯机，绘制了内

容健康的幻灯片，每天晚上为市民群众放映（（白毛女》、《血泪仇》等。举办周末讲座，吸

引了大量听众来馆听讲演。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地委书记黄永辉的革命传统讲座，市政府
工商科长崔云树的关于工商政策报告和文教科长项振东的有关当前形势讲座。

    1951年2月，为配合土改工作和镇压反革命，文化馆请著名画家彭友善绘制了两套

宣传挂图，在街头展出，后由浮梁地委宣传部调至所属各县巡回展览。

    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馆还承担了大量的文化行政工作，凡到景德镇演出的剧团，其

演出计划、剧目审查等工作，都归文化馆负责。1954年参加江西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的
景德镇市代表团，就是由文化馆负责组建的，此类任务直到1954年10月成立市政府文化
科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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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0月，文化馆组织音乐工作者广泛搜集、记录民歌，共整理出各种民歌172
首，编印了景德镇市第一本民歌集。

    1964年12月，以文化馆为骨干，先后组织了3批农村文化工作队，深人山区农村为
农民放电影、演戏，搞图片展览，进行文艺辅导，办图书阅览和发行等，每次下乡历时2个
月，足迹遍及全市24个社场。

    “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里，市文化馆先后组织了业余话剧团、举办了简谱学习班和
各种不同内容的文艺学习班，广泛开展了唱歌演戏活动，为基层培养了大批骨干，还承担

了全市各单位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辅导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组织机构瘫痪，业
务活动受到干扰，由于馆内工作人员努力，仍然坚持编印活动月报、印发革命歌曲和各种
小型演唱材料，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开展群众文化工作。
    1980年9月，市文化馆改为市群众艺术馆。

    1985年，全馆现有在编人员42人，其中党员16名，共青团员10名，民主党派人士8
名。全馆干部职工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12人，中专学历4人，高中学历10人。有副高职
称2人，中级职称22人，初级职称n人。

    群众歌咏月1980年以来，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时间开展全市性的歌咏活动。到
1983年8月，市人民政府批转了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市文联等9个单位《关于开展全市
第四届群众歌咏月活动的联合报告》后，歌咏月活动正式形成每年举办一次的常规，并成

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领导分别担任正副组长，下设办公
室，市群艺馆和市音协、舞协负责具体工作。

    随着全市群众性歌咏活动的开展，基层业余歌手不断涌现，市群艺馆以业余艺术团
的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坚持业余培训，使他们成为历届歌咏月活动的骨干。

    美术作品联展1985年6月1日，由景德镇市群艺馆倡议，全国7个历史文化名城
（扬州、绍兴、桂林、洛阳、大同、承德、景德镇）群众艺术馆美术作品联展在景德镇市揭幕。

景德镇市群众艺术馆从群众美术作品中挑选了20件作品参加展出，内容主要反映历史
文化名城的名胜古迹、风光新貌、风土人情、传统工艺等。品种有油画、国画、水彩、水粉、
版画、素描等。在景德镇市展出后，又到各参展城市进行展出，历时半年。

    文化服务1984年以来，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中摸索前进，采取了“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以提高为主；城市与农村相结合，以城市为主；辅导与创作相结合，以辅导为主；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以社会效益为主”的途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人，充分发挥人员、

设施等方面的优势，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各类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艺术有

偿服务，开办了老、中、青、少、幼等各种文艺培训班、学习班、辅导班及业余文艺学校、中

国书画函授大学景德镇分校以及在全省率先开办的少儿课余文艺学校、附设艺术幼儿园

等。同时广泛开展同工矿建立定向辅导联系，根据需要，派专人上门服务，收取适当的报
酬，以文补文，解决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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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初，江西省文化厅肯定了景德镇市抓三级文化网点建设的经验。3月16日
在景德镇市召开了全省城市街道文化工作会议，中央文化部群文局局长许翰如到会，对
景德镇市的做法表示赞赏，给予了鼓励。随后，三级文化网点建设又向农村发展，各区、
乡也相继建立文化馆、站，并办起了适应农村文化生活需要的放映队和业余剧团。据市
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统计，普及面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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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剧种与剧团

    剧种

    傩戏 地处浮北区的西湖乡桃墅村，历来流传着古老的傩戏，当地村民称为“五举
戏”。新中国建立前夕，每逢春节期间在祠堂演出。邻村邀请时，也到附近的乡村巡回演
出。最长时演至麦收季节，新中国建立后即停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