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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四川是中国产茶大省，而成都茶
馆又全世界闻名。成都茶馆不仅数量多，自古
以来就有“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
的说法，而且地方特色浓郁，历史悠久，人气火
爆，喝茶的人形形色色，一个茶馆就是一台戏，
长演不衰。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茶馆起源于四
川。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有 516
条，而茶馆即有454家。现在据不完全统计，
总数已达两万多家，中高档茶馆近万家，这无
疑 是 四 川 之 最 、中 国 之 最 、世 界 之 最 。
如今，茶馆遍布成都大街小巷，有人统计，每天
至少有20至50万人泡在茶馆里。茶馆内卖报
的、擦鞋的、修脚的、按摩的、掏耳朵的、卖瓜子
豆腐脑的，穿梭往来，服务性的项目花样之多，

也算成都茶馆一景。一个精彩的社会全部浓
缩在茶馆里，换言之茶馆是社会的窗口，是社
会的大舞台，每天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都在
那里表演。因此积淀了丰富而独具浓厚成都
特色的茶馆文化，把它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
就是一部写尽人间世态的畅销书，一帧描绘世
俗生活的风俗画。

中润海天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近期
将拍摄一部以成都茶馆文化为背景的喜剧电
影《幺妹茶馆》，由我市作家李祖星和作家远山
联合编剧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幺妹茶馆》已
报送国家广电总局审查通过，并颁发了电影拍
摄许可证（影剧备字【2019】第1336号）。该片
将以传奇般色彩的生动故事和栩栩如生的剧
中人物，牵引出影片中所涉及到的茶馆文化旅

游胜景。通过电影《幺妹茶馆》的拍摄，吸引天
下更多的游客前往成都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从而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快速
发展。

电影《幺妹茶馆》将是一部有血有肉、有姿
有彩、有笑有泪的情感片，充分利用喜剧电影
手段，突出一种激情飞扬、荡气回肠的奋进者
情怀，在抒写爱情上追求浪漫而深沉。电影

《幺妹茶馆》还是一部风光时尚片，片中所涉及
到的地域文化和浓郁的乡土风情将使广大电
影观众赏心悦目。

据悉，电影《幺妹茶馆》拟邀众多喜剧明星
联袂主演，共同打造一部反映成都茶馆文化的
喜剧电影奉献给广大电影观众。

□本报记者 冯尧

何德林先生是我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达州电大
兼课时认识的一位好兄长、好朋友。可那时仅知道他
是一位具有大学教育学专业背景，有丰富教育教学经
验和颇具领导气质的校长。殊不知他还是一位倾慕
于文学艺术，执着于歌词创作的艺术达人。

前不久，偶然间接到何先生的电话，要我为他即
将出版的歌词文集《歌海词叶》作序，并随即送来一本
厚厚的文集打印稿。说实在话，就我而言，虽然大小
也是个读书人，甚或一度时期还忝列于“专家学者”之
中，但却很少为人作序。原因很简单，一是自己压根
儿就学疏才浅；二是唯恐拿捏不准，“序”不到位，有负
托者厚望。而此时此刻，面对这位精神矍铄，龄近耄
耋之年的歌词创作者，尤其得知其退休后十多年来仍
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歌词作品时，实在震
撼了我。我深感其对歌词艺术的满腔热情和执着追
求，精神可嘉，令人敬佩。感动之余，没有任何理由可
推辞拒绝，唯欣然领命才是。

通读文集所选歌词，不觉感想甚多，获益匪浅。
首先，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刻。得力

于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其
词作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历史及军
队建设，民族团结，环境保护，抗震救灾，乡村扶贫，外
出务工等众多社会生活领域；其反应地域广阔，东西
南北中，无处不是作者放歌的舞台；描写的人物众多，
工农商学兵，无不在其中。作者正是以多样化的题
材，广阔的地域背景和众多的人物形象，用歌词的形
式，艺术的画面，充分展示出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新
气象，民族的新面貌，人民的新生活，事业的新成就，
社会的新风尚，历史的新篇章。在作者笔下，祖国山
河美不胜收，神州大地尽显风流。这些充满正能量的
歌词作品，思想深刻，反应了社会生活的本质。通过
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体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中华民族的日益强
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些歌词佳作的问世，并非作者的突发奇想，无病呻
吟，而是来源于作者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
无限热爱；更得力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对
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也体
现出一个基层学校党的干部兼教育工作者的清醒和
睿智。

其次，文集分类清晰，特色鲜明，独具一格。
文集中，作者对所选歌词进行了恰当的分类。大

致包括《儿童篇》《成人篇》和《组歌三部》。而各篇又
有更具体的划分，这种清晰的分类，看似无关紧要，实
则大有好处，他不仅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方便，使之
更有效地把握作品内容，而且更能彰显各类作品所表
现出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个性特征。

《儿童篇》是以作者对儿童的关心与热爱，对乡村
教育的关注与期待为特色。一方面，基于作者长期以
来对少年儿童的精微观察，深入了解和关心喜爱，从
儿童生活出发对他们身上所特具的天真活泼的性格，
纯真美好的情感以及充满幻想的认知世界作了形象
化的展示；另一方面，作者又从教育职业者的视角，对
乡村教育的变化，对广大乡村少年儿童的生存状态，
精神面貌作了真实性的描写。尤其对灾区儿童、农村
留守儿童面对困难，积极向上奋发努力所表现出来的
自信、自立、自强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美。词作
者还十分关注学校教育中“立德树人”的教育指向，提
倡真善美教育，主张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家
乡、爱父母的家国情怀，强调继承传统美德，塑造良好
人格。这些既是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教育理念的提炼
与升华，更是对学校教育的热情关注和殷切期望。

文集中的《成人篇》是以反映时代，讴歌祖国和人
民，赞美家乡为特色。作者超越时空的界限，驰骋丰
富的想象，用笔所及全国上百处名城古镇，风景名

胜。作者以浓墨重彩，对当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
社会风貌、人物事迹等作了充分的描绘。在作者笔
下，神州起舞，大地飞歌，人民安居乐业，祖国百业俱
兴，到处呈现出一片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美好景
象。这是一组真实反映时代生活，热情讴歌祖国，讴
歌党和人民的美丽颂歌。

其中的《人物赞歌》篇，展现的是一个不是英雄而
胜似英雄的一线普通劳动者群体，他们中有工人、农
民、士兵、教师、医生、交警、志愿者、打工者、疾控人
员、劳动模范，直到一个家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兄弟姐妹等，正是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在各自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创造着奇迹，撑起了祖国大厦的脊梁。
作者对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正直善良、勤劳质朴、积极
乐观、无私奉献的高尚人格充满了无限敬仰之情，具
有十分感人的力量。

《成人篇》中所选入的获奖作品是作者紧跟时代
步伐，适应各时期的现实需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
而作，有感而发。这类作品的时代感强，现实意义深
刻，地方色彩浓郁。因而受到有关部门（或单位）的首
肯和褒奖。其中不少词作已谱成歌曲，在群众中传
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成人篇》中还有一些词作阐述了作者的为人处
世之道，使读者能够从人生的更多方面得到启迪和教
益。

文集中的《组歌三部》是作者安排的三个特写镜
头，以礼赞教师、缅怀先烈为特色。前两组是对教师
的赞美，《园丁颂》源于作者自身的职业体验，《校庆组
歌》出自校友的视角，两者有机结合，集中反映了学校
教育中新型的师生关系，热情赞美了人民教师辛勤耕
耘，大爱无疆，乐于奉献的高尚品质。在《校庆组歌》
里还表现了校友对母校的无比眷恋，一种浓郁的不可
割舍的师生情、同学情跃然纸上，是感恩篇和励志篇。

《忠魂颂》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缅怀，尤其对无产
阶级革命家刘伯坚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光辉
业绩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行了热情讴歌，表达了作
者及家乡人民继承先烈遗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
拳拳之意。组诗对后来者具有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作
用。

第三，创作技巧纯熟，手法多样，自成高格。
作者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创作手法有机结合，通过运用大量的修辞手法，使作
品彰显出无限的魅力。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
动的比喻，形象的比拟，大量的排比，鲜明的对照，音
乐的韵味，深刻的哲思，简隽的白描，浓烈的抒情，使
词作自成高格，独显风流。尤其是语言的应用，特色
更为明显。通篇用语不雕琢，不晦涩，通俗易懂，质朴
无华，鲜活生动，节奏感、韵律感强，大量民间语汇的
运用和民歌的插入，甚或当下流行语的偶尔点缀，使
作品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也更加适合受众诵读与
吟唱。这些创作艺术上的成功，笔者认为，都源于作
者长期不断的审美体验和创作技巧上的潜心积累。
正如宋代诗人吴可所言：“学诗浑似学参惮，竹榻蒲团
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变自然”。

总之，歌词集《歌海词叶》较好的实现了思想性和
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充分体现出作者美好的思想境
界，良好的精神状态，正确的价值取向，乐观的生活态
度和较高的创作水准。读这本歌词集，既能给读者以
知识的获取和艺术美的欣赏，又能起到陶冶情操，以
文化人、以歌动人的作用。因此，我衷心祝贺它的出
版，并期望有更多的读者从中获益。

以上纯属个人之见，如有不对不妥之处，恳请作
者和读者多加包涵并予指正。

是为序。
成良臣

己亥年春于四川文理学院南坝校区一隅

我市作家李祖星参与编剧的喜剧电影获得拍摄许可证

《幺妹茶馆》将搬上银幕

一部值得品尝的歌词之作
——何德林先生歌词集《歌海词叶》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