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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不久，某周刊在网上做了一个&ldquo;四川人是天下的盐&rdquo;的特刖报道与调查。
把四川人概括为&ldquo;天下的盐&rdquo;真是极为恰当。
《马太福音》中基督对他的门徒说：&ldquo;你们要做世上的盐。
&rdquo;这个盐，是一种很重的担当和责任。
　　四川是一个盆地，是一个只适合当后方，不适合作市场，不作战场的地方。
这就是上帝要让它凹下去的原因。
　　环境与文化有没有关联，有怎样的关联？
一直一来，学者们都在这条路上苦苦探寻最后，还是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名著《论法的精神
》一书中说，&ldquo;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rdquo;他认为不同气候会对各民族的生理、心
理、气质、宗教信仰甚至政治制度，产生决定性影响、虽然学界对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说法颇有微
辞，可是，&ldquo;一方水土养一方人&rdquo;，固然也多少道出了某种真相。
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ldquo;四川&rdquo;已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名词，它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
中原的时空观遥远、神秘、丰富、自成一体、充满诱惑。
　　有民俗学家得出结论，四川人（当然也包括重庆人）虽处内陆，骨子里却与地中海沿岸城市人群
的特点极为相似：喜欢大家族式群居生活，好热闹、新鲜、刺激的东西，热情奔放，自由散漫，知足
常乐&hellip;&hellip;事实上，四川人的特性很复杂，很难以一言蔽之。
生活在这个盆地的四川人，与很多中国人一样，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已很难讲出自己的来源。
四川人的念头，认为自己是四川人，所以才是中国人。
四川人其实是一个移民概念，从生物学来看，民族融合之后，民族的生命力更强，像美国人，乃是全
世界各民族融合而成。
这也是四川人吃苦耐劳的生理基础。
　　诗人何其芳在上个世纪苦苦呼喊《成都啊，让我把你摇醒》，但四川人会说，急啥子，让我再睡
几分钟。
你等他醒了，几十万川军就心甘情愿地出川上阵。
四川人并不是默默无闻的，试看当今文化界、娱乐界乃至企业界，哪里没有四川人的身影。
　　四川人也为生存奔忙，但他们也懂得享受生活。
他们有一种在挣钱和生活之间求平衡的心态。
他们会搬张小板凳，泡碗青瓷茶碗装的浓茶，悠闲地晒着太阳，摆着龙门阵。
作家林文询说：&ldquo;成都人就生活在龙门阵，犹如他们大半辈子都浸泡在浓茶中一样。
他们的文化滋养、历史知识乃至人情世故、生活经验等等，很多都是得益于这些源远流长无所不包的
生动活泼风味无穷的龙门阵。
&rdquo;因此，人们总是习惯用&ldquo;世俗&rdquo;来形容四川人。
世俗，学问是很大的，作家阿城说：&ldquo;世俗里&lsquo;世&rsquo;，实在是大；世俗之大里
的&lsquo;俗&rsquo;又是花样百出。
&rdquo;四川人就是永远活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滋味。
　　今天，让我们走近四川人，让我们了解你身边的四川人，读懂他们那波澜不惊，淡定自若的人生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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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地人说四川人“不成器”，因为老子说“君子不器”。
这是四川到道家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的迥异之处。

他们也爱自由，诚如裴多菲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四川人并不是默默无闻的，试看当今文化界、娱乐界乃至企业界，哪里没有四川人的身影。

四川人也为生存奔忙，但他们也懂得享受生活。
他们有一种在挣钱和生活之间求平衡的心态。
他们会搬张小板凳，泡碗青瓷茶碗装的浓茶，悠闲地晒着太阳，摆着龙门阵。
作家林文询说：“成都人就生活在龙门阵，犹如他们大半辈子都浸泡在浓茶中一样。
他们的文化滋养、历史知识乃至人情世故、生活经验等等，很多都是得益于这些源远流长无所不包的
生动活泼风味无穷的龙门阵。
”因此，人们总是习惯用“世俗”来形容四川人。
世俗，学问是很大的，作家阿城说：“世俗里‘世’，实在是大；世俗之大里的‘俗’
又是花样百出。
”四川人就是永远活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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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说讲义气，人们很自然就想到了山东人和山西人。
无论是梁山水浒好汉式的山东人，还是关二哥式的山西人，都是讲义气的典范。
其实说到讲义气，四川人也是丝毫不逊色与山东人、山西人的。
　　四川人讲&ldquo;义&rdquo;！
义是什么？
大儒孔子、孟子早已解释得清清楚楚。
义的基本含义：一是忠于朋友，同生死、共患难，一诺千金；二是行侠仗义，扶危救难。
近代四川有一种叫袍哥的民间帮会团体，是哥老会的一种组织形式。
&ldquo;袍哥&rdquo;信服的是义字当头的红脸关公。
　　袍哥是四川土话，俗名&ldquo;购皮&rdquo;，也叫&ldquo;海光棍&rdquo;。
&ldquo;袍哥&rdquo;二字的来源，据袍哥们自己说是根据《三国演义》来的&mdash;&mdash;美髯翁关
羽为了保护两位嫂嫂被逼投降后，一心想收服关羽的曹操经常赐给金玉珠帛，但关二爷概不接收，一
次曹操将日行千里的赤兔马赠给了关羽，关公大喜，说有此良马不日将与兄长刘备相会，于是曹操闷
闷不乐，后来曹操见关羽穿了自己赐的锦袍却在外面罩了件旧袍，便问其原因，关羽答道：&ldquo;旧
袍是我大哥刘玄德所赐，如今受了丞相的新袍，却不敢忘却大哥的旧袍。
&rdquo;四川袍哥对武圣人关羽这种义薄云天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以此为名。
袍哥兄弟处处以关羽作行为楷模，他们常挂在嘴头的一口话是：&ldquo;袍哥人家，义字当先，决不拉
稀摆带。
&rdquo;袍哥的影响范围很广，袍哥的成员遍及社会各阶层。
俗称袍哥&ldquo;一多&rdquo;：仁字号上的谷子多，参加者多为士绅、富户、官员、书生，位最尊；
义字号上的银子多，入义字号者的行商、坐贾、业主为多；礼字号的定子（即拳头）多，参加者以烟
、赌、匪盗为多。
袍哥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民间帮会文化。
袍哥讲的是纪律严明，所以在袍哥内部，有许多戒条，主要有四不准：一不准穷人卖个（装桶子出卖
袍哥）；二不准卡字更股（分钱财不公平）；三不准进门参灶（看内财，与袍哥妻女通奸）；四不准
红面肆凶（发酒疯，乱出言语，不认真）。
至于违规者，必须受到&ldquo;家法&rdquo;制裁，轻者磕头认罪，最严重的必须&ldquo;三刀六个
眼&rdquo;，严刑处置。
　　在近现代历史上，四川人以袍哥为荣耀。
不论城乡，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袍哥成员。
四川全省人口有袍哥身份者在70％以上。
从省主席、参议员到县长、乡镇保甲长，绝大部分都有袍哥身份。
所以，袍哥到处都吃得开，受到人们的敬畏。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接受盛宣怀的建议，收回地方筑路权，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
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
由于四川人民对于清政府的股权赔偿不满，反清情绪迅速高涨，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
地迅猛展开。
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
袍哥，同盟军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与新军，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尹昌衡、杨庶堪、吴玉
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
1911年8月4日，川西各地袍哥大爷到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商议保路反清事宜，
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举行反清大起义。
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后，以袍哥会为主保路同志军开始全省武装起义。
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由此可见四川人的团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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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袍哥会虽然有黑社会性质，但在民国时期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势力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有
时共产党也会依靠、发掘这类乡土组织力量，因此有很多的袍哥头目与共产党联络紧密，甚至直接为
共产党事、提供方便，这些袍哥被共产党称为红色袍哥。
如邛州的川军团长王伯高，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杜重石。
　　到了现代，袍哥这样的组织虽然已经消亡，但四川人这种抱团打拼，讲义气的故事还是在各个行
业延续。
霖林在《四川人与重庆人》一文中讲了一个现代四川人的真实故事，最能体现四川人的团结精神文中
，小徐是很标准的&ldquo;川妹子&rdquo;，是在深圳开发廊的。
一般说来发廊妹的会给人留有不良印象。
至少与一些不正当职业联想到一起。
但小徐是做正经生意的，除了洗头和刮脸以外，别的活计不干。
小徐说，到店里要求&ldquo;特别服务&rdquo;的人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她说，要想挣钱在这里很容易
，但是&ldquo;钱要挣得干净&rdquo;，所以，小徐只能在这里维持着，每个月除了房租水电外，所剩
不多。
有一次，几个烂仔喝多了酒，到小徐的店里滋事，小徐很害怕，幸亏在附近车衣厂打工的川妹子、川
小伙出来解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小徐事后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ldquo;我们遇到了麻烦时，只要会讲四川方言的人，无论他来
自成都、广元还是来自重庆、万县，大家都会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是四川人&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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