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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蜀人以文辞显于世。”巴蜀沃野是人才辈出的绝域殊方。

每隔100～300年，必然出现一位影响全国的文化巨人。从司

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到苏轼、杨升庵、李调元、郭沫若、

巴金，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宋代至清代渠县出现了黎

锌、袁岱、王炳、李含乙、李漱芳、贾秉钟这样的进士达100余

人，而且多有著述。这在邻近县志记载上是罕见的。历史上，

给建功名于天下者立传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作为芸芸众生中

的“凡人”，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勋绩，没有彪炳千秋的功业，

也没有一呼百应的风流，如此平凡的生命，似乎无权享受立传

的荣耀。不，发展的历史并不发出这样的回音。到了20世纪

80年代以后的诸多凡人传，一方面不可能不感染到时代风云

交合的激荡，始终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映现着社会发展的步

履，另一方面，却呈现出越来越个性化的风貌。每个生命都是

浩翰宇宙问一个独特的坐标，占有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这一

趋势展示出传主对个人存在与命运的强烈观照和对个人价值

的热切肯定。基于此，我们从1999年编辑《渠县文学作品选》

后，便着手对渠县籍(含入籍者)文学艺术人才进行广泛调查

并收集有关资料，邮至海内外函件400余封，收到200余封。

渠县作家协会、渠县文艺创作办公室按照自身担负的“编书编

报，扶掖新苗，组织创作，艺术研讨”的社会职能，立即制定计

划，组织撰写和编辑力量，经过三年的努力，编撰了205人的

小传，集录成书，定名为《渠县艺文人物志》。这是科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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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的需要，是开发人才资源，服务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

文学艺术人才留名史册的需要。

本书用极少的笔墨观照凡人心灵和足迹，正如文艺要展

现名人和英雄人物的风采，也要描写凡人和百姓的身影一样。

以名人的眼光透视凡人，从凡人的角度透视名人，会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入选的人物，除少数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外，绝

大多数是分布在各条战线、各种岗位上平凡的业余文艺工作

者，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为繁荣和发展文艺事业有过一定贡献

的佼佼者。读了他们的传略，自然会觉得这一伙弱势群体，其

精神自是十分弥足珍贵的。‘

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巴渠地域色彩，是民族化特质的

反映和人文关怀的体现。在创作这一复杂的个性化劳动中，

他们始终用一颗多感的心灵，去追求真、善、美，去鞭笞假、恶、

丑，在一种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他们靠热血和汗水去获得灵

感、顿悟、素质、技术、艺法，在当代文艺的理性、思考走向中创

造了作品，也创造了自己。这时候，他们的兴奋和满足诸如一

位化学家在实验中得到快慰，一位植物学家从栽培中得到兴

奋一样。最珍贵的东西是那么不容易获得，生命的厚重恰恰

需要这样的东西去充实。看到这一点，让我们自然联想到屈

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曹禺的《雷

雨》、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陈钢、

何占豪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这些艺术精品是世界先进文

化最直观、最深远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民族化特质的生动体

现。中国先进文化的三大特色，即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

先进文化与艺术精品是相辅相成的。无疑，中国先进文化的

三大特色，为我们的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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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打算按文艺体裁类别编排的，由于入选人员的专

业成果交叉太多，分类难度大。考虑到既然是“人物志”，于是

就以人物姓氏笔画排序。这样查阅，比较方便。由于编辑人

员太少，既撰又编，耗时太多，加之得到的资料很少，人书的文

字遗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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