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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漫话

成都，座落在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平原中部，长江

支施峡江的上游。地赴东经一百零四度零五分， ~t纬三十度

三十九分。年平均气握为摄氏十七度，夏季最热时为摄民三十

七度左右，冬季最冷也不低于摄氏零下五度，年平均降雨量一

千毫米左右，因此夏无酷热，冬少冰雪，气候温和，雨量充是，

土地题沃，物产丰富。如上有举世闻名的都江堪水利灌溉之

利，从吉至今，无不赞誉它为得天独厚、美商富饶的地方。

成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它曾因织器发达，在汉代

即专门设置锦官管理，被称为"锦官壤"(或称锦域)。后国后

蜀皇帝于城市遍种芙蓉，所以又名"芙蓉城"(或蓉城)。现在

的成都，东对北菌素靠绵延起伏的龙泉山腺￥西、南方面是一望

无垠的跑沃原雪。宽阔的锦江河水清澈透畴，波光摇摇，缓缓

地缘城市过。全市实有亩积三千八百六十一平方公里，辖两

个县、三个郊区和两个城区，人口三百六十多万。城区东西宽

十三公里，南北长十公里。它是因JII 省会驻地，全省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西南地区的交逼枢纽，是一座欣欣向荣的新

兴工业壤市。

千古名传一锦域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已有二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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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的悠久历虫了。

"一年而所居成聚(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是古

老都市形成的一毅过程。远在丛帝靠的后址，就曾把都城从郭

县辗转迁至成都。由于就使不定，用土坯修的城市仅具雏形。

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秦惠王灭了蜀圈，即报张仪、司马错、张

若等坊照秦都或m域的样式修筑了成都城一一大塘和少域。

"仪筑或者~，以象咸阳飞到了这时，才具备了"金城石郭"的规

模，厉以定名成都。城上盖有房屋楼班，十分壮爵。唐代诗人

岑参选"常爱张仪楼，西山正相当。千峰带积雪，百里临城

墙。娼氛扫晴空，草木挟朝光。车马隘百井，里自盘二江气远

陕百里外终年积雪的玉垒山，周围盘绕着内江和外江，沃野开

阔，由 )11形胜，令人心驰神往。

张仪建城以后，成都城池经过九次大修。唐憧宗乾符三年

〈公元八七六年)的一次大捞，参如民工达十万人，整个工程共

用九百六十万工作日。当时诗人颜云在《筑城篇》里描绘道E

"风吹西富撞旗动，火焰相烧满天赤。散花楼晚挂残虹，灌锦

江秩澄费j壁J白天，睦旗满天冒晚上，火距如海。散花楼、灌锦

江更加绚面多姿。这是多么宏伟的劳动场西啊!花自锦簇的

成都是茄代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劳动者用汗水捷灌的结果。

元代的成都壤，曾使十三世纪意大利有名的旅行家马可·波

罗为之心醉。

在历史上，成都不仅是公孙述的成家、:XtJ备建立的蜀汉、

李雄建立的大成和后来的王建建立的前蜀、孟知祥建立的后

椿据《华阳国志>:开萌族统治古蜀国对(大约是春秋J:þ期至故国后期〉的第

一个国王，号丛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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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的国都，而且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远在南北朝

时期，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四三二年)，就爆发了梁显、程道

养等反对益州刺史刘道济"聚敛伤政"的起义。北宋乾德初年，

又爆发了蜀中士兵为反对王全斌军队"掠子女，夺财物"的起

义。尤为著名的是北宋淳化四年(九九三年)的王小波、李顺

起义，他们提出了鲜明的"均贫富"的政治口号，并攻占了成

都，建立了"北抵剑阁，南距巫峡"的大蜀政权。明末农民起义

军的领袖张献忠，也曾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攻入成都，

并把它定名为西京。成都便成为大顺政权的政治中心。

一九一一年，保路同志会为争取自修川汉铁路，在成都与

腐朽的清王朝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致使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

命的先导。"五四"运动前夕，在成都曾建立"少年中国学会成

都分会飞创办《星期

日》周报，登载李大

钊、陈独秀、吴虞等人

的文章，有力地配合

了蓬勃发展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一九二

一年，中国共产党诞

生以后，在党的领导

下，成都也和全国一

样，开展了工运、学运

以及反饥饿、反迫害、

反内战等运动，与国

民党政府进行了顽强

的斗争。今天仍然矗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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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人民公园里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如文化公园里的

"十二替死难烈士墓气就是烈士们为革命光荣牺牲丽留下的

丰碑。

)}..历史上看，成都又是一蓝具有文化传统的城市。远在

公元前一百七十年左右，成都就有了学宫一一文翁石室。规

模虽小，但它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一所嚣家亮的学校。

由于文化教育发达，出生在或者在的人才是多方富的=有汉

代辞戚家司马相如、扬雄事有蘑代的音乐家段安节、雷威p 有五

代的词人孙先宪、欧盟炯3 有五代的画家黄盔和他的儿子黄居

察事有宋代的医药家《证类本草》的作者唐慎微和《黄帝素部·

灵枢集注》的作者史湛事有宋代参加《新唐书》编写工作曲史学

家注镇和参加《资治通鉴》编写工作的起祖禹。他的的著作丰

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成都的管弦音乐也很有名 e 杜甫初来成都，就突出地感

觉到这是一座"吹策部笙簧"前"名都会飞后来在《蹭花脚》诗

里又赞美过份半入江天半入云"的锦城丝营。中晓唐时就有专

业的"杂居号"艺人.由民间歌曲和民间技艺溶合一体，并大量吸

收外来IIJ种的精英发展商成的JII剔，无论从剧本的思想性和

艺术性、或是就艺人们的表演艺术说，都是极其卓越的。

从历史上看，成都还是一座有名的手工业城市。它是锦

缎的故乡。蜀绣的历史摞远流长。《景德镇海录》说蜀窑器"体

薄商坚致，色自声洁，为当时蔚重J元代的离贾工E用轻便能

易于挥部的活动木头小屋，在桥头到肆执艺。这些小房，旱晨

搭好，晓上拆去。忽必烈的税吏在替头设关征程，"每日税收

不下替金千量飞元代成都手工业的发达可以想见。

清末的手工业向多方面发展，分工更绍，日趋专业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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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锚的银丝器血，东御街的铜器，染房街的骨器，大墙后街的

木制用具，科甲巷的票u绣，福兴街的制幢，纯陌现街的制鞋等

等，梅成了多种手工韭品竞梧嬉美的繁华景象。

除此之外，从历史上看，成都还是一座有着诗情画意的

花域。早在唐代就有了花市。磨代诗人萧逞在《成都》诗里这

样描绘道f月晓已开花市合，江平偏见竹锺多气继至宋代，

花市更为繁盛，甚至月月皆有。尤为盛者，当是二丹花市。每

到此时，花市上"捺列百卉，蔚为香臣飞历来不少诗人都曾为

成都的花房候酶，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

"既需且崇，实号成都"，左思这句穰括娃的话，说得多好!

美丽和真大就是古代成都的形象。

锦域今B震新颜

成葱，这座世世代代劳动人民主i非凡能智慧程珉辛的劳

动建设起来的美商城市，在历史上虽然颇为著名，但在漫长的

二千三百多年间，也经历了数不清的灾难。战争的毁坏，自然

力的摧残，更多的是人为的破坏。解放前夕，这座古老的文化

名域，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那时斑传着这样几句话z

"马路不平，电灯不明，阴南不道，电话不灵，百鸟不鸣〈捂公

园)，市虎插入〈指汽车)"。这就是当时成都市容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成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迅速发展时期。今

目前成都，城区面积比解放前扩大了两倍。从城市到在桥，到

处是一源生事L勃勃的景象。

在历史上，成都手工业比较发达，佳运百年来几乎没有什

么现代化工业。过去，城市人民生活基本需要的东西，除了吃

的是由捕近农村提供井，穿的、用的大部分是靠外国进口或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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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市供给。解放前夕，全市工业生产总值仅为九千万元，是

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多少年来，成都人民渴望振兴实业的愿望始终如梦幻一

般。直到解放后，梦想才变为现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或都先后建起了许多工厂，现在拥有冶金、电力、煤炭、航空、

无线电、重型机械、农业机械、精密挽械、化工、轻纺、电子、建

材、建筑以及食品等各种工业，大教科研机构如雨后春笋，蓬

勃兴起。现在的成都，不仅能生产供人民吃、穿、用的各种产

品，还能生产钢、钢材、生铁、化肥、重型机械、大型电筑、视床、

仪表、收音机、电视机、汽车、拖拉挠和国防产品等各类工业品

好凡百种，行镜国内，部分产品还远镜国外。成都蜀锦厂、成

都蜀绣厂、成都漆器厂、成都金银制品厂等工厂的产品更是别

具一格，大放异彩。

成都市郊的农业生产也是一振兴旺。成都的农业人口占

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在二百六十九万亩耕地上精耕细

作，辛勤劳动，不断夺得了一个又一个丰收年。如果你乘车到

城郊去，就会看见那广阔的平地上河渠纵横密布，泥土油黑发

亮，国原美国似锦，定会感到千里沃野的"天府之雷"，在今天

更加名不虚传。由于成都气候、土地、水利条件提越，因此盛

产水稻、小麦、油菜、棉花、玉米、苦薯、海椒、娼叶等多种农作

物，粮食平均亩产在于斤以上。成部的蔬菜是很有名气的。一

年四季，蔬菜陆续不断，保逗了城市供应。为了满足城市人民

的需要，市郊种植了七百八十多万棵果椅，占地面积五万五千

多亩，产量达五千多万斤。每年轮番上市的瓜果品种多样，有

广柑、蜜站、袖子、梯子、苹果、梨子、杏子、樱桃、椅子、西J1l、吉

捷、地瓜、石榴毛极栗等。在这众多的瓜果当中，呈甜酸味的或

6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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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青苹气被香港市场誉为"四川的一支独秀飞还有那皮薄、

无核、剥出的肉犹如鸡提般厚嫩的无核桔，味美、质好、储藏自古

部长的红毛橙，色泽鲜嫩、含瑭分很高的自岚挠，主i及品种健

良的白花桃、血橙、捣蛋裙、脐橙等等，都是畅销省内外，甚至

国内外民侥质水果。其它如生猪、奶牛、家禽、家畜，水产等副

食品发展也很快，使市区内供应充足，市场繁荣。

吉老的成都，在历史上经历过四次大锤，但城市的规模，

最终也只有"穿域九里三分"的菇围。市内道路破烂不堪，路

噩最宽不过十来米，市容萧索。

解放后，睡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全市

己初步形成了四遥八达的交通词。仅市区新建或改建的水泥

路和梧油路就有九十多万平方米。今天，当你来到成都，可

以看到有连遥火车南、~~站长达十公里的中心干道一一人民

南路，有纵贯甫北交通的解放路、红星路，有横穿东西方向前

辈哥华路、胜利路，有直达工业区的东风路、建设路和永丰路，有

环绕全城二十公里长的一环路和国半域的二环路，还有沿南

窝的滨江路。这些主干道街面宽阔，道路两旁绿树成酶，接舅

整齐巍峨.每当夜幕降临时，水银灯、棋锦灯、目光灯齐明，把

蓉城的夜景点缀得格外美商。

成都城市建设的变化，以市中心"皇城坝'的改变最为显

著。"皇城'，原是因百多年前晓代朱元璋第十一个儿子朱椿

为蜀王时修建的藩王府第，清代时改为贡院。国民党统治渴

期，大部分论为杂草丛生，瘟疫流行的场所。就在这样能地

方，曾有过两千多户走投无路的劳苦贫民，用几块在支苇席、凡

张牛皮纸踊出一块天地，铺上一床草垫，权且插身。皇攘的东

北角是一座"煤山飞相传是清代雍正年间宝)IJ钱局在此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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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堆渣津市成。实际上解放前夕的"煤山'已成为一个大垃援

堆和乱葬坟。时至今日，昔吕皇城的旧址，屹立着高三十八米，

面积为三万平方米的展览馆大楼。大楼前噩雄伟宽广的人民

南路广场，是全市政治活动的中心，省、市大型集会都在这里

举行。绿稀成荫、宽六十四米的人民离路柏油大道两旁，百货

大楼、新华书店、剧场、医院、职工住宅等鳞次持比。接待中外

来宾的锦江宾结和壮醋的锦江大礼堂也雄峙在这里。

昔日的煤山，如今已变成了可容数万人的体育场。每当

清晨霞光如露的时候，这里成了老人、青年、妇女和九童锻炼

身体的好地方。毗邻体育场的后子门一带，近年来己新修了

·不少住宅楼房。囡想解放前，整个成都的住宅只有四百三十

万平方米，丽豆大部分为地主、军阀、宫镣、资本家占有。今天，

一批批新的工人住宅区和居畏住宅点相继建成。在住宅区题

嚣，还合理地配量了幼儿园、学校、商店、医挠、银智、部电所以

及为生活服务的其他公共建筑，以满足住户的需要。现在，成

都新建住宅的面积比解就能住宅面积的总和还多，加之对原

有住房的维修，使成都人民长期盼望解决的住宅问题，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解决。

除住宅外，四川1交通银菌难，早在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

磋叹f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气然而，在半建员地半封建社会

的 IE中国，四川人民渴望修建铁路的愿望又怎能实现。解放

后，仅仅用了两年的工夫，成渝铁路便胜利通车了。髓后又陆

续修筑了宝成、成昆、成达等铁路，促使西南罢塞之壤成为通

罄。营曰"猿揉欲度愁攀缘"的蜀道，百今已是铁路纵横，来去

自如了。过去坐汽车出1日，光是黯秦峙这座大山就要一整天，

现在坐火车从成都出发只需两天一夜就可到达首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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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成部的舷空事业也在迅速发

展。这里新辟了大型民用机场，不仅能满足国内客运需要，还

可提供国际大型客机使用。每周定期班抗，省内可遥重庆、南

充、达县、西昌等地，国内直达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昆

明、拉萨等市。如果你旱上坐飞机从成都出发，中午就可到位

于诠界屋脊的太阳城一一拉萨。

解放前，成都的对外公路能通客货运输的仅有三条。现

在，成都四周新建和政建的公路囚遥八达。原有成都至雅安

的公路己延伸到西藏.公路干线除了)1/ (四)1/)藏(西藏〉线外，

还有)1/ (因)IJ)滇〈云南).. )1/ (四)11)挟〈陕西〉、成〈都)渝〈重庆)

等线。在成都市区内，交通更是方便，现在全市开辟有三十多

条线路，营业里程三百多公里。市区近郊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

交通罚。旧社会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黄包车和鸡公车，已成

为历史的遗物了。

美丽的成都，容光焕发，欣欣向荣。在这座千古名传的锦

域及捕近地区中，许许多多的名姓古迹，数不尽的文化珍宝，

更使人追思遐想，心驰神往。让我们凭措本书以下各篇的分

绍，去踌览锦域的名胜古迹，领略成都的风土人情，欣赏蜀中

的美丽风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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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草堂宙后世诗圣著千秋
一

我国唐代诗人桂甫，因避"去支之乱飞于公元七五九年冬

来到成都，在注花溪畔，苦心经营了一厨草堂。一千多年来，

草堂虽然凡经摧残，但人民却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修复起来，被

誉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圣地，成为后人承远E警部的地方。每当

"人的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

了成都草堂"(晃冯至著: <<杜甫传>>)。

今天，在党的黯光雨露沐浴下，古老的草堂已变得更如美

丽动人了。这里的亭、台、槛、裙，一翼一水，一草一木，无不充

满着画意诗情。如果凭借杜甫的诗篇，到草堂寻觅诗人的遗

迹，定会使人心情怡锐，雅兴倍增。

诗史堂内忆u诗圣"

出成都西郊，过青羊宫，沿溪西行，草堂使隐约可晃。杜

甫当年曾这样描绘他的草堂f清江一曲摇村流，长夏江村事

事越飞这儿的清江，也就是注花溪。这条溪在杜甫的笔下是z

竹寒涉碧，林塘清噩，"风含翠德"、"雨襄红粟气恰是一掘幽居

的器画。据考证z 溪上潺的龙瓜堪一段江流，就是当年百花潭

的遗址。溪下辞直通、蔬绕城南的锦江，有万里挤(今离门大桥〉

横跨江上。今吕草堂的杜句门联z"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飞

正点明了草堂的位置。伫立门前，但兑溪水萦泪，挟先激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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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拂垂垂，穆竹黯蜡。春日，两岸菜花飘香，好象万倾碧被中

漂浮着一块块金色的地毯，增添了泼郁的春意。

锦域春泼，草堂春更液。跨进草堂大门，苔先映入眼帘的

是香雪舷海的红梅，掩挟着大靡、诗史堂、工部祠三重古雅的

厅堂。这三重厅堂排列在正对大门的一条中轴线上。大廓是

连通堂式的数厅，两侧壁挂上挂着清人顾复裙撰的对联f异

代不同时，闰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凡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

天地，月自凤清一草堂"。

大靡后黯诗史堂。在这座庄严肃穆的主建筑的东西两髓，

配有对称的陈列室，经囡姆和大靡相连，使这一组具有民族

特色的古建筑掬成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连锁的整体。诗史堂

正中安鼓着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人们来到这里，端详诗

人拮须沉思的神态，怎不联想到这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的诗人爱国忧民的一生和他留给后世的不朽诗篇呢!

杜甫字子美，窘睿宗太极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出生在河

南乳县一个下层官蟹的家庭里，他能祖父杜审言是初磨时的

著名诗人。他二十岁踪后曾漫游吴、越、齐、赵〈今江苏、浙江、

山东、河北一带)，其后在长安定居了十年。肃宗乾元二年〈七

五九年)，由于中原战乱和诗人在政治上的挫择，他不得不经

由甘肃来到成都，寓居草堂。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也又

为生活所迫，举家东下，迁嚣要州〈今奉节〉。大历五年〈七七

0年)，在飘泊西甫的道路上，行至桶江，病重逝世。

杜甫的一生，是在唐王朝自盛到衰的急剧转变时期度过

的。尤其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年〉爆发了"安史之乱飞

这一崩烈的社会动荡，担杜甫卷进了疏离颠捕前人群之中，使

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从百使他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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