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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前言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废止，取而
代之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此为标志，拉开序幕
。2008年8月8日，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现代的、开放的
、团结的中国形象。1978-2008年，三十年过去了。三十而立，虽然围绕改革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改革
开放之路已然是一条康庄大道。这条大道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要健康地走向未来仍需要付出巨大的
艰辛和努力。继往才能开来，以这三十年为一段，进行回顾、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改革开放的三
十年，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三十年，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三十年”，是中国有史以来“
未有之变局”，其历史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不同的层面，比如政治的、经济
的、文化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一过程的起伏跌宕和波谲云诡。政界、思想界、文化界和经济界等
均会对其展开回顾与反思，其价值不言而喻。《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一书正是这“回顾与反思”
潮流中的一朵小浪花，因为它选取的角度既不是宏观的，也不是宏大的，而是从普通人的个人经历出
发，诉说这三十年的遭际与变化。　　回顾重大的社会变革，个人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历史的
真相有时却隐藏在不经意的细节中，个人生活史可以折射时代变迁，是大历史的有益补充。而且，这
种个人化的小历史往往更生动，更能呈现出历史的原貌。作为普通百姓，个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或许
极其有限，但这样的个人却是社会变革最真切的感受者，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最能说明时
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四川并不是改革开放的中心或者前沿地带，但作为经济改革试点的“扩大企
业自主权改革”却是率先在四川进行的。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从恢复高考开始，四川人经历并
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所有阶段，他们的人生足以反映这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因此，我们选取了十九位四
川人，以故事和老照片来勾画人物影像，可以说书中每一个人物的个人“影像”，无不是这个时代浪
潮中的一颗真实的小水滴。　　著名画家何多苓在1977年前还是凉山州的一个知青，已年近三十。倘
若不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他艺术上的抱负何处施展？同样，雕塑家朱成、版画家徐仲偶，他们命运的
第一次重大转折也都与高考制度的恢复直接相关。年龄更长一些的李伯刚先生、冯学成先生，在改革
开放前的岁月里，靠求知支撑艰难岁月，一旦阳光照临，人生之路便豁然开朗。他们的成功一则与长
期的精神文化追求有关，二则为时代所赐。原本打算在体工队踢踢球，退役后分配到一个好单位的足
球运动员马明宇，赶上了中国体育走向市场化的大潮，成为搏击时代浪潮的骄子。他的梦想被放大了
何止百倍、千倍？赵树同先生在改革开放前就声名远播，后几经沉浮，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收藏领
域的大家，其所依凭的经济实力来源于艺术与商业的结合——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凸现的观念之一
。樊建川先生从副市长到地产商再到中国最大私人博物馆群落主人，何农先生从戏剧研究员到策划大
家再到“川菜发展优秀企业家”，卿光亚先生从专业小提琴手到导演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内地第一
所私立学校的创始人，他们的转身是那么富有戏剧性，充满传奇色彩。自然，这三十年间并非只有传
奇故事才动人，寻常百姓寻常人生，也一样令人感叹。因此，我们也选取了山区农民、下岗工人、民
间艺人、出租车司机、派出所民警、基层干部等各行各业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时代的变革中起起伏
伏，虽无惊天之伟业，但大多能按照自己的兴致前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人生。这正是对改革开放三
十年最有价值的注脚。　　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十九位被采访者证明了这
一点；另一方面，这十九位被采访者又有一定的相似性，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他们最重要的人
生阶段。在个人生活史中感受和发现大历史，这是我们小小的初衷。　　卢泽明2008年9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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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内容概要

《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讲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普通百姓，个
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或许极其有限，但这样的个人却是社会变革最真切的感受者，他们的故事、他们
的喜怒哀乐，最能说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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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书籍目录

陈巧茹：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樊建川：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冯学成：君子以正位凝命何
多苓：享受着绘画、诗意以及边缘何　农：潮里潮外三十年侯月平：山区农民的土地情结李伯刚：甘
于清寂的科技实业家李方福：见证绵竹年画的风雨历程马明宇：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裴埠生：一
位民警的自我实现卿光亚：一个校长的梦想与试验之路佟小庆：沉浮寻常事荣辱皆从容昊明玉：我是
人大代表“专业户”谢绍清：不忍为“天车”唱挽歌的末代盐工徐仲偶：我的1978赵树同：一个人三
十年的收藏甄先尧：中国农家乐之父周红灵：一直在路上朱成：一个倒着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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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章节摘录

　　学戏是为了走出来　　易鸿（以下简称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很
多人并不了解，这一年也是川剧的复兴之年。酷爱川剧的邓小平于1978年春来到成都，点名要看川剧
传统戏，禁锢多年的传统戏曲随之再次进入大众的视线。那时，你还是个小姑娘吧？　　陈巧茹（以
下简称陈）：1978年我才11岁，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概念。我出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叙永县，
人称“鸡鸣三省”的地方。我父母都是县川剧团的演员，虽然我骨子里很喜欢跳舞，但是我们那个小
县份可供选择的很少，生活中唯一能接触到的表演只有川剧。当时，我们那里很闭塞，交通不方便，
连电话都很少见，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渠道可以接触到国内外各种艺术门类，电视、电影、DVD什么
都有，所以那时我没有什么选择。1979年，12岁的我考入县川剧团，开始学唱川剧。　　易：因为你
父母都是川剧演员，所以你才喜欢上川剧的？　　陈：没有，没有。其实，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
直有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要出去，从这里出去。我有个姐姐，当时学生毕业都要“上山下乡”，姐
姐被送到偏远的农村支边去了。我不想去乡下，那就一定要学到一门手艺，只要会唱戏，就可以不到
乡下去。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想法。进了叙永县川剧团，就跟老师学唱戏。那时没有什么川剧学校、
舞蹈学校之类的，都是老师带学生。　　我很幸运赶上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1978年春，邓小平
点名要看川剧传统折子戏，在成都市金牛坝省委招待所的小礼堂，一连三个晚上看了《拷红》《乔子
口》《迎贤店》等十三出川剧传统折子戏。之后便提出文艺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不能让全国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所以传统戏曲一下子解禁了，什么“帝王将相”
啊，“才子佳人”啊，都可以演了。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社会上“破四旧”，剧团里的戏服，绣有
龙的袍子，都被剪碎烧掉了。解禁后看的第一出传统川剧是《林冲夜奔》，觉得好漂亮啊，唱腔太美
了。演员穿的戏服，白色的袖子为啥那么长呢？那时才知道川剧的传统戏是什么样子。我从那时起正
式踏入了川剧这一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剧团只准演样板戏，什么《红灯记》啊，《奇袭
白虎团》啊，所以剧团里基本上都是老演员，没有年轻演员，年轻点的演员都是从“五七干校”招来
唱样板戏的，根本不是从小娃娃开始培养。传统戏曲解禁后，不管四川的还是全国其他省市剧团，从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都在大量招收年轻的戏剧演员，现在全国每个剧种，秦腔、晋剧、越剧、
黄梅戏的领军人物，都是那个年代招进剧团的，现在都是剧团的台柱子。　　易：进入县剧团后，学
戏很苦吧?对一名戏曲演员来说，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陈：因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我顺利地考
上了叙永县川剧团。从12岁到16岁的几年时间里，就在安县、荥山那些地方演，一年四季都在演，有
时候一天演三场，铺盖、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带起，还带一张钢丝床。就这样，一直到16岁到了成都。
那几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好的表演基础，生活虽然非常辛苦，但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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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编辑推荐

　　《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选取中国社会生活中若干个具有代表性的普通老百姓，具体包括文化界
、教育界、艺术界、曲艺戏剧界、工商界、新闻界、体育界、政界、医药界、民间学术界以及警察、
农民、手艺人、基层乡镇干部、出租车司机和技术工人等。以百姓画像的形式切入，以小见大，反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我的三十年
百姓影像》图文并茂，以平实的语言、生动的图片亲近读者，让他们通过他人的事例看到自己生活的
缩影。《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资料性、可读性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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