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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首前行·

聚首前行

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蒋东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温润美丽的成都，有处被一道红漆木门掩盖的院落，院

内假山、荷池、回廊、小径，处处雅致；铁松、古楠、桃花、玉兰，时时清新。历经

时代变迁、社会发展，院落已经变成了七层楼房，门牌也由布后街二号换成了红星路

二段八十五号。不变的是，从那时起到今天，这里一直都是四川省文联办公所在地，

一个被无数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视为 “文艺家之家”的地方。省文联在这里，描绘着

四川文联工作和文艺事业发展的蓝图，推动着各项工作的开展，践行着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与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军管会先后召开文艺界座谈会，通过协商成立了省市文学、

戏剧、音乐、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和戏曲改进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川东、川

南、川西、川北和重庆、成都的文联筹委会。川西于一九五○年十月、重庆市于一九

五一年五月、川北区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分别召开了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

会，成立了文联。

一九五二年九月，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合并恢复四川省后，四川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也随之成立，拟以川西文联、川北文联等为基础，成立四

川省文联。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一九五三年一月，在成都市召开了四川省首届文学

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会上选举沙汀为主席，李

劼人、陈翔鹤、段可情、常苏民为副主席。同年成立了文学工作者协会、音乐工作者

协会、美术工作者协会和戏曲曲艺改进会。从那时起，省文联站在了四川文艺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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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中央，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联人，接过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的接力棒，与

时代相融合，不断发展前进。四川省文联所属的文艺家协会从建立之初的四个发展到

现在的十三个。文联的组织网络，从建立之初只有少数几个地市级文联和一个县级文

联，发展到现在市级文联全部建立、县级文联９０％建立，并延伸到部分乡镇文联。企

业文联、公安文联、检察官文联、高校文联等行业 （产业）文联也已经建立或正在筹

建之中，另外还有九十个社会团体挂靠省文联。日益壮大的四川省文联，在新的时代

里，为文艺事业繁荣与发展谱写着新的篇章。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

成就最主要的还是作品。多年来，省文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推动

四川文艺创作不懈努力。省文联先后创建了 《草地》 （现名 《四川文学》）、 《星星》

诗刊、《园林好》（现名 《音乐世界》）、《文谭》（现名 《当代文坛》）、《戏剧与电影》

（现名 《优雅》）、《现代艺术》、《四川文艺》等一批报刊，建立了 “四川文艺网”等

一批网站，开办了各级各类文艺培训班，组织了多样化的深入生活的采风创作，举办

了各类型的展览演出等，致力于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创作作品、打造精品，为四川

文坛艺苑佳作频现、人才辈出做出了显著成绩。

而这样一个吸引、聚合、培育人才的 “文艺家之家”，本身也是文艺家聚集的地

方。在这里，文艺的明星闪烁。沙汀、艾芜、叶石、常苏民、羊路由、袁柯、萧崇

素、李少言、牛文……这些在文学、戏剧、音乐、民间文艺、美术等领域出类拔萃的

文艺家，在国内乃至国际相关领域声名赫赫，他们都曾长期就职于四川省文联。正是

这些文艺大家精湛的艺术修为，高洁的人品情操，使这个 “文艺家之家”更加的星光

熠熠、灿烂辉煌。

为全面展示曾在省文联工作过的文艺家们的成就，借此展望四川文艺繁荣美好的

未来，我们特编辑出版 《重聚———四川省文联百家作品选》一书。本书收录了曾在省

文联工作过的近两百名文艺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创作年代跨越近一个世纪，门类

覆盖文学、戏剧、民间文艺、曲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文艺评论、杂

技、电影、电视等。这些文艺家都曾拥有过文联人这一共同的身份。半个多世纪以

来，四川省文联经历了几代文联人的传承，在书中，几代文联人以作品的形式再度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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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首前行·

首重逢。这是一本厚重的书，它展示了一幅幅独特、神奇而绚丽的文学艺术风景，书

中的作品既有老一代文联人创作的不少已被奉为经典的作品，也有后代传承人创作的

扛鼎之作，这既是对一段时期四川文艺创作成果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对文联人这一独

特群体文艺才华的展示和致敬。它不仅在一个方面代表了四川文联的历史，更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四川文艺的一段辉煌的历史。

从这些不同门类、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艺家们对祖

国、对生活、对人民的真挚热爱和满腔热血。他们的作品立足生活，歌颂光明，传播

希望。文艺家们的创作不是源于书斋的想象，而是来自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不只

长期深入基层、采风创作，甚至与创作对象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从中观察、体验和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获得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获得真善美的体验和感受，从而用文

艺书写生活，歌颂理想，描绘未来。正如文学家艾芜所说的 “人应像一条河一样 ，流

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

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他们的作品贴近人民，反映现实，传播真情。文艺家们旗

帜鲜明地把人民作为创作的核心和灵魂，将创作的方向和重点指向人民，以充沛的百

姓情怀，真诚的创作态度，在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进行着文艺的创造。在他们的作

品中有对百姓生活的生动描绘，有对百姓喜怒哀乐的深刻解读，有对百姓创造力的真

切敬仰。美术家李少言曾深情地说：“也许我太爱自己的工作了，不觉得岁月的流逝，

转眼便进入了八十岁。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一个人不能为活着而活着。不论处于什

么位置，什么年龄，只要能为人民的事业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大家做一点有

益的事，不要问需付出几多辛苦、能获得几分回报、会引起什么议论、将招来多少磨

难，就会活得坦荡、充实、有精神、永远年轻。我追求这样的生活。”行走在岁月的

长河里，省文联的文艺家们用文艺的形式书写下了一部动人的历史，用作品构筑起四

川文艺的一道永恒的丰碑。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我们在这里看到更多的是文人相互间的肝胆相照、真

诚包容、惺惺相惜、爱才怜才。本书所收录的 《有文皆苦 无食不酸》一文中，沙汀

回顾了与艾老结交逾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他在文中痛苦地呼唤到 “朋友，你怎么忍

心松开我们握了大半个世纪的手，先我而去呢！”。李友欣在 《哭克芹》中对周克芹这

位比他小十余岁的朋友怜惜地说道： “机关的治理整顿，文学创作的组织， 《现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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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编辑工作与改进，还要见缝插针地进行个人写作，你即使是一块铁也会磨损

的。”几代文联人在艺术上互相影响、承前启后，留下了无数动人佳话；在生活上的

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也流传下了不少感人故事。

今天，我们身处时代不断发展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在这个世

纪里，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的格局、改变着全世界人民的生

活，地球上的人类从来没有过这么紧密的交流和沟通、冲突和融合。在开放融合的背

景下，一地的繁荣发展，一地的百姓生活越来越多地与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相

对应的，在文艺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也发生着深刻

变化。新的文艺组织、新的文艺群体大量涌现。四川文联工作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复杂

性、艰巨性也在增加。我们更应深深植根在四川文艺丰厚的沃土上，吸收四川文联工

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继承和发扬文联人这一神圣称呼所应有的使命与责任，向老一

辈文艺家学习，向生活实践学习，通过锻炼自身能力、提高艺术修养，力争成为文艺

工作的专家、内行，增强为文艺事业服务的本领，为促进四川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而

继续努力，奋勇前行，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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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二首）　　／高　缨 ４７１

撒在森林的歌　　／傅　仇 ４７３

夜　景　　／傅　仇 ４７５

一代新林　　／傅　仇 ４７７

蓝色的细雨　　／傅　仇 ４７８

绿叶之歌　　／傅　仇 ４８０

贺大娘　　／雁　翼 ４８４

在云彩上面　　／雁　翼 ４８７

码头之晨　　／雁　翼 ４８８

在飞机上　　／雁　翼 ４８９

白杨新志　　／雁　翼 ４９１

海之思　　／雁　翼 ４９２

故园九咏（组诗选二）　　／流沙河 ４９６

诗作者　　／流沙河 ４９７

理　想　　／流沙河 ４９９



就是那一只蟋蟀　　／流沙河 ５０１

海洋抒情诗（组诗选四）　　／孙静轩 ５０５

致大海　　／孙静轩 ５０７

嘉陵江组歌（组诗选三）　　／唐大同 ５０９

你们的刀　　／石天河 ５１３

希　望　　／石天河 ５１５

木兰花　　／石天河 ５１６

徜　徉　　／石天河 ５１７

雁　阵　　／白　航 ５２２

阎王面前才装醉　　／白　航 ５２３

自　嘲　　／白　航 ５２４

智慧的结晶　　／白　航 ５２４

峨眉小札（四首）　　／白　峡 ５２６

沉　默　　／白　峡 ５２８

收获期的情话（二首）　　／白　堤 ５２９

供　奉　　／扬　禾 ５３１

送　别　　／扬　禾 ５３２

北国红豆　　／扬　禾 ５３３

发　现　　／扬　禾 ５３５

致大森林　　／岳　瑟 ５３７

长　虹（节选四、五）　　／黄化石 ５４０

那　天　　／沈　重 ５４７

一本行军日记　　／沈　重 ５４７

黑月季　　／沈　重 ５４９

湖上的梦　　／沈　重 ５５０

怀人三章　　／沈　重 ５５１



背水姑娘　　／王　余 ５５４

我的太阳　　／王　余 ５５６

位　置　　／陈　犀 ５５７

一　觉　　／陈　犀 ５５８

洞　穴　　／陈　犀 ５５９

烟花三月　　／蓝　疆 ５６１

孔乙己开起了咸亨店　　／蓝　疆 ５６３

星　座　　／蓝　疆 ５６４

干　妈（组诗选二）　　／叶延滨 ５６６

唱在乐山大佛前（二首）　　／叶延滨 ５６９

归鸦的翅膀（组诗选一）　　／叶延滨 ５７２

悼罗湘浦君　　／何克明 ５７４

东坡先生丙子冥诞日怀远景楼步赵熙《东坡生日》韵二首　　／何克明 ５７５

伞　　／胡　笳 ５７６

忘忧谷　　／胡　笳 ５７７

遥　感　　／胡　笳 ５７９

孤　城　　／胡　笳 ５８０

续唱士兵突击队　　／胡　笳 ５８２

天空飞鸟　　／鄢家发 ５８６

巴河　野渡　　／鄢家发 ５８８

雪　笛　　／鄢家发 ５８９

山那边有一只小小的青鸟　　／鄢家发 ５９０

一个老人总梦见船　　／鄢家发 ５９１

作者简介　　／５９３

温故知新　薪火相传（代后记）　　／张河川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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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香居茶馆里｜沙　汀｜

坐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当他看见正从东头走来，嘴里照例扰嚷不

休的邢幺吵吵的时候，简直立刻冷了半截，觉得身子快要坐不稳了。

使他发生这种异状的原因是这么来的：为了种种糊涂措施，目前他正处在全镇市

民的围攻当中，这是一；其次，幺吵吵的第二个儿子，因为缓役了四次，又从不出半

文壮丁费，好多人讲闲话了；加之，新县长又宣布了要认真整顿 “役政”，于是他就

赶紧上了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

而最为重要的还在这里：正如全镇市民批评的那样，幺吵吵是个不忌生冷的人，

什么话他都嘴一张就说了，不管你受得住受不住。就是联保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时候，

也经常对他那张嘴感到头痛。因为尽管幺吵吵本人并不可怕，他的大哥可是全县极有

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跃分子，都是很不好沾惹的。

幺吵吵终于一路吵过来了。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采取一种

毫不在意的玩世态度的典型男性。他时常打起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老子这张嘴么，

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

现在，幺吵吵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阶沿，拖了把圈椅坐下，一面直着嗓子，干笑着

嚷叫道：

“嗨，对！看阴沟里还把船翻了么！……”

他所参加的那张茶桌已经有三个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当过视学的俞视学；前

２００



·小说·

征收局的管账，现在靠着利金生活的黄光锐；会文纸店的老板汪世模汪二。

他们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来！茶钱我给了。”

“坐上来好吧，”俞视学客气道，“这里要舒服些。”

“我要那么舒服做什么哇？”出乎意外，幺吵吵横着眼睛嚷道， “你知道么，我坐

上席会头昏的，———没有那个资格！……”

本分人的俞视学禁不住红起脸来。但他随即猜出来幺吵吵是针对着联保主任说的，

因为当他嚷叫的时候，视学看见他充满恶意地瞥了一眼坐在后面首席上的方治国。

除却联保主任，那张桌子还坐得有张三监爷。人们都说他是方治国的军师，实际

上，他可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馆，在紧要关头进点不着边际的忠告。但这并不特别，他

原是对什么事都关心的，而往往忽略了自己。他的老婆孩子经常在家里挨饿，他却很

少管顾。

同监爷对面坐着的是黄牦牛肉，正在吞服一种秘制的戒烟丸药。他是主任的重要

助手，虽然并无多少才干，唯一的本领就是毫无顾忌。 “现在的事你管那么多做甚么

哇？”他常常这么说，“拿得到手的就拿！”

牦牛肉应付这世界上一切经常使人大惊小怪的事变，只有一种态度：装做不懂。

“你不要管他的，发神经！”他小声向主任建议。

“这回子把蜂窝戳破了。”主任方治国苦笑说。

“我看要赶紧 ‘缝’啊！”捧着暗淡无光的黄铜烟袋，监爷皱着脸沉吟道， “另外

找一个人去 ‘抵’怎样？”

“已经来不及了呀。”主任叹口气说。

“管他做甚么呵！”牦牛肉眨眼而且努嘴，“是他妈个火炮性子。”

这时候，幺吵吵已经拍着桌子，放开嗓子在叫嚷了。但是他的战术依然停留在第

一阶段，即并不指出被攻击的人的姓名，只是影射着对方，正像一通没头没脑的谩骂

那样。

“搞到我名下来了！”他显得做作地打了一串哈哈， “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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