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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穿行在成都这座都市的人们来说，城市的小巷与茶馆、青石板与望不到尽头的沃土，构成了一种闲
适、平缓、雅致的生活品质。
    显然，一座真正意义的现代化都市不是伴随钢筋混凝土森林拔地而起的，它不但应该承载沧桑的历
史，它更应该获得来自历史的大器以及土地一样的生机。
薪尽火传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永远是成都的动词和名片。
    成都市文化馆自2006年9月推出的《成都故事百家谈》公益讲座，尽管内容色彩各异，但主题始终围
绕成都的文化脉搏，这就像是在挖掘一口深井，期望能够为广大听众奉上股股清泉。
    我一直有如下体会，大凡是人文积淀深厚之地，在文化领域尽管可以开出一树繁花，但往往由于置
身于需要反思、反叛、突破的时代，或因羁绊太多，或因抱残守缺，或因沉迷于过往文化的幻象，正
在失去其文化的后继锋锐之力。
城市的话语形态，要不就是对某种应时话语的改写或翻版，要不然就是过于孱弱。
难以在板结之地扎根。
    近年，有关成都民间话语形态的研究开始浮出水面，这就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外”：历代的本土
文人以一种独特的写作和行走，逐渐催生出了色彩鲜明的民间话语——它并不能实现振臂一呼、应者
云集的效应，更不能实现让历史之河改道、截断巫山云雨的超级壮举。
它不过是一些对春风杨柳、青青艾草、竹林摇曳、酒楼飘香、小桥流水、驿站灯笼的咏叹，不过是对
卖唱人、卖小吃者、脚夫、天空中飞遁的疾鸟与锦江晚照的描摹。
在口语中复活历史的感官，把民间的眼泪融到笔端，逐步构成了风味十足的成都话语。
我想，只要在成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就可以在城市的阡陌中寻找到扬雄、杜甫、李白、薛涛、三
苏(即苏洵、苏轼、苏辙一编者注)、杨慎笔下的氤氲，找到巴金、李劫人、沙汀、艾芜心灵的痕迹，
体会到浮荡在川西坝子上那股犹如雾霭般的浓郁生机，从而深切感觉到民间话语的生命力。
    成都的民间话语构成，有着个体的、粗糙的、质朴但鲜活有力的文化特质，彰显个人的价值尺度和
生活经验，并以一种幽默、迅捷的川人智慧，构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透过《成都故事百家谈》讲座，我们可以看到沉淀民间的人文底蕴。
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还是人文痕迹，无论是从建筑格局还是思维方式所造成的遗绪而形成的话语空间
，成都民间话语就像迭现历史、民俗与现实的一面镜子，用纯粹的光，昭示着薪尽火传的人文经脉，
绵远而恒久。
    在《成都故事百家谈》第二集出版之际，感谢登上“成都故事”讲坛的“成都通”们，感谢听众和
读者。
    (本文作者为成都市文化馆馆长、成都市群众文化学会会长、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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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都的民间话语构成，有着个体的、粗糙的、质朴但鲜活有力的文化特质，彰显个人的价值尺度和生
活经验，并以一种幽默、迅捷的川人智慧，构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透过《成都故事百家谈》讲座，我们可以看到沉淀民间的人文底蕴。
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还是人文痕迹，无论是从建筑格局还是思维方式所造成的遗绪而形成的话语空间
，成都民间话语就像迭现历史、民俗与现实的一面镜子，用纯粹的光，昭示着薪尽火传的人文经脉，
绵远而恒久。

《成都故事百家谈(2)》汇编的就是讲坛上讲过的故事。
这本乡土文化读物集知识性、普及性、通俗性于一体，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成都故事百家谈(2)》以一种幽默、迅捷的川人智慧，构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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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上的一次雪洗百年耻辱、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奋勇抗敌，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
族的解放。
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高度、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视野下，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审视这场发生在70多
年前的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战争时，不禁深深感到，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的影响
全局的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而且它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中国
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
    抗日战争具有以下5大特点：1.极为明显的敌强我弱态势；2.敌方有长期准备而我方基本无备；3.敌方
举国体制而我方长期分裂；4.对国际援助的极强依赖；5.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抗战爆发，川人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战中。
1937年8月7日，刘湘应邀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
行前在欢送会上，刘湘慷慨陈词：“四川竭力支持抗战，所在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将士大会”在
这里举行。
于是，几十万川军，身穿破旧的军衣，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在台儿庄大战中，川军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川军一二二师王铭章部防守滕县。
王铭章是四川新都人，大战前夕，王铭章返回新都辞别家乡父老，给家里预留遗嘱：“日寇入侵，国
家危在旦夕，我知道我们是以弱对强，很可能战死，这是我的夙愿！
⋯⋯我死后，你们要和睦相处，不必孀居，可以改嫁，任何人不得阻挡，家产大致分了一下⋯⋯”滕
县战斗中，矶谷的第十师团，打了四五天才攻下滕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王铭章身中两弹，此时日军见众多的中国士兵簇拥着一人，知是中方的高级将领，便从四面八方拥来
要抓活的。
王铭章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部，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县长周同跳下城墙自杀，其余重伤川军拉响手榴弹自尽，誓死不当俘虏！
    1938年2月，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四川蒲江县人)率部参加山西前线战斗，日军在大量空军
掩护及优势炮兵、坦克配合下，向东阳关侵犯。
川军所用武器都是四川造，质量极差。
川军虽奋力抵抗，但因装备悬殊，死伤累累。
21日晚，川军弹尽援绝，官兵们用破枪、砖石、拳脚与敌军肉搏，无数忠勇的四川儿女血洒战场。
守城司令李克源等督促士兵肉搏巷战，亲率预备队，逐街战斗至深夜才从南门撤出。
李克源和副司令李克渊、参谋长李浩东等均身负重伤。
未能退出城的官兵与敌拼杀至死。
营长杨岳泯，连长夏抚涛、杨显模等，负重伤后宁死不作阶下囚，举枪自尽⋯⋯5月，李家钰部遇敌
伏击，经浴血奋战，李家钰最终以身殉国。
他是川军中为国捐躯的最高级别将领。
    八年抗战中，川军足迹遍布全国战场，先后参加过几乎所有的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
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前后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
西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豫西北会战⋯⋯    川人为抗战作出的贡献不仅限于
正面战场，作为国家抗战的大后方，后方的川人也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
日军轰炸重庆，无异于对平民宣战，其目的是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幻想中国人放弃抵抗投降。
省会成都，也是日机轰炸的又一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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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8日，日机18架首次轰炸成都。
其中1941年7月27日，日机108架轰炸成都，这是成都受到最为惨重的一次轰炸。
除成、渝两地外，四川的乐山、宜宾、南充、自贡、涪陵、垫江等小城市也受到过日机的轰炸。
    直到抗战胜利，四川的征兵额达到302.5万多人；为完成抗战军用机场的修建，川人服工役的民工总
数达300万以上；粮食是抗战的主要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总数在8000万石以上，四川贡献
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购”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全国各种捐税
贡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四川人民所承担。
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为抗战正面战场贡献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
    中国的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人就有一个四川人，故当时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有64万多人伤亡。
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高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
    可以说，缺少川人的抗战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抗战史。
川人的大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浸透了鲜血的、重要的一环。
    1945年10月8日，抗战刚刚结束，《新华日报》即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文章说：八年抗战之
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
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
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
    距离这篇社论又过去66年。
今天我们已日渐习惯莺歌燕舞的和平环境，但我们有责任回忆过去，更有责任把历史上悲壮的那一幕
告诉子孙一只有牢记过去，才会珍惜现在。
P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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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都故事百家谈》是一个公益讲座节目，里面演说的都是成都的乡土故事、城市变迁、历史传奇、
民情风俗，追溯历史的长河，那些闪光的历史片断在这里渐次浮现：从蚕丛鱼凫的古蜀成都到秦汉唐
宋的繁华古都，从李冰的水润成都到文翁的教育成都，从诸葛亮的三国成都到杜甫的诗歌成都⋯⋯故
事像一串晶莹的珠宝，把成都的历史和文脉有机地串联起来。
《成都故事百家谈(2)》汇编的就是讲坛上讲过的故事。
这本乡土文化读物集知识性、普及性、通俗性于一体，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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