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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春天一来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实际上

也不意味着什么也不意味着什么。。

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

发生似的发生似的。。

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

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

根本什么也没发生根本什么也没发生。。

我就很失望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好像错过了

什么似的什么似的。”。”

顾长卫导演顾长卫导演、、蒋雯丽主演蒋雯丽主演

的的《《立春立春》，》，讲的就是文艺青年讲的就是文艺青年

的故事的故事。。

王彩玲是一个在小城市生王彩玲是一个在小城市生

活的教师活的教师，，有非常好的歌唱功有非常好的歌唱功

力力，，同时自命清高同时自命清高。。从内心鄙从内心鄙

视周围的人视周围的人：“：“我不想在这个城我不想在这个城

市发生爱情市发生爱情”。”。同时为了与周同时为了与周

围的人区别开来围的人区别开来，，她制造了很她制造了很

快就会到北京去工作的错觉快就会到北京去工作的错觉。。

不过这也有例外不过这也有例外，，她对爱画画她对爱画画

的艺术青年四宝产生了好感的艺术青年四宝产生了好感，，

可是四宝在众目睽睽下羞辱了可是四宝在众目睽睽下羞辱了

她她，，之后她自杀未遂之后她自杀未遂。。在她取在她取

出了自己准备用来买北京户口出了自己准备用来买北京户口

的钱资助癌症女孩时的钱资助癌症女孩时，，没想到没想到

这个女孩只是编了一个故事骗这个女孩只是编了一个故事骗

了她了她。。或许是她意识到理想再或许是她意识到理想再

难以实现难以实现，，她不再坚持唱歌她不再坚持唱歌。。

她去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小孩她去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小孩，，

在菜市场卖羊肉过活在菜市场卖羊肉过活。。

这是几个文艺青年的几段这是几个文艺青年的几段

文艺生活文艺生活，，没有什么警示性的没有什么警示性的

忠告忠告，，导演只是真实记录下文导演只是真实记录下文

艺青年这个群体艺青年这个群体：：标榜个性的标榜个性的

青年成了文艺青年青年成了文艺青年，，文艺青年文艺青年

因坚定着自己的不凡而文艺生因坚定着自己的不凡而文艺生

活着活着。。而当文艺女青年王彩玲而当文艺女青年王彩玲

随着年龄随着年龄、、伴着打击低下了不伴着打击低下了不

凡的头凡的头，，接受着自己的平凡时接受着自己的平凡时，，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文艺青年是不是个文艺青年是不是个

贬义词贬义词？？ 朱玉婷朱玉婷

为理想而激情燃烧的岁月为理想而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是一群为了艺术理想而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青年，他们的青春，因而有了为激情燃烧的理由。有的人清高，

一直认为小县城不是能够容纳自己的地方，为了向往的大城市文化气氛，竭尽所能；有的人骄傲，始终坚持理想不容亵渎

和仅剩的尊严，不向现实低头；还有的人单纯而快乐，只要精神的自由，更愿意用手中的笔去抒发爱与生命的故事。本

版，60年代和70年代生人将为我们讲述自己曾经的文艺青年生涯。 张亚琴

文艺青年的故事文艺青年的故事
————《《立春立春》》

记者（以下简称记）：写诗是段什么

样的日子？

鸿冰（以下简称鸿）：在写诗的日子

里，准确地说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因

为那时年轻，对生活和未来充满激情和

向往，火热的生活常常燃起我的冲动，

就想动起笔，一行一行地写出来。

记：在那个年代，文艺青年是怎样

的生活状态？

鸿：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是一群

对物质生活追求得少，对精神生活追求

得多的人，特别是当时我在合肥钢铁公

司这样的国有大企业，每年都有很多从

学校分配来的学生，热爱文学的人很

多，大家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吃着

从职工食堂打来的饭，传看着《诗歌

报》、《星星诗刊》和《xx年诗歌选》，大家

觉得生活就如一首隽永诗，回味无穷。

每周一期的企业报文学副刊，是我们最

想看到的报纸，那上面能经常看到我们

的文字和名字。

记：说说在你当时的心里，理想的

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鸿：那时住房很紧张，一间十几平

方米的宿舍里住着三四个人，幻想着能

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有一张属于自

己的书桌，下班以后，泡上一杯茶，能够

静静地坐下来看自己喜欢的书。

记：你们这些爱好文艺的朋友，会

有自己的圈子吗？

鸿：八十年代在工厂，我们一群人

办了一份油印诗刊，半个月大家交一次

作业，然后从中遴选一些认为比较好的

诗作，印成几页的诗刊，分发给大家。

八小时以外，有时大家相约到集体宿

舍，或站着、或坐着，捧着散发着油墨香

的诗刊，评论着每首诗。有时会到像九

狮苑那样的露天广场，喝着廉价的茶

水，在夏日的星光下，谈着自己喜爱的

诗作和诗人。当年圈子里的人，有很多

都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大家相聚甚少，

写诗的人很少了，但保持着写作习惯的

人还很多。

记：你对自己有怎样的展望？

鸿：能够将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

亲情和友情的感悟用文字不断地记录

下来，装订成册，在以后的岁月里，一页

页轻轻地翻过。

记者（以下简称记）：说起文艺青

年，现在的感觉是挺小资的，你觉得那

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也可以谈谈你所

接触到的爱好文艺的朋友）

杨惠（以下简称杨）：这个好像有一

点吧。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在业余时间

写点东西的，觉得这样很优雅。因为当

别人在打麻将、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在

读书写东西，我觉得很充实。我的朋友

当中有教师，有公务员，还有打工者，他

们除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能写东

西。这是没有这种爱好的人所没有的

一技之长一技之长，，或者说是一种信仰或者说是一种信仰。。也是也是

这一群体在这个社会中排遣寂寞这一群体在这个社会中排遣寂寞，，

关注社会关注社会，，抒发人生的一种方抒发人生的一种方

式式。。

记记：：从什么时候开从什么时候开

始始，，你爱上文艺你爱上文艺？？你你

喜欢别人把你贴喜欢别人把你贴

上文艺青年的标签吗上文艺青年的标签吗？？为什么为什么？？

杨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文学艺术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文学艺术。。

我不喜欢别人把我叫做什么作家呀之

类的。因为这样好像就不属于平常人

的范畴了。我觉得我还是个普通生活

中的一分子，并不异类。

我的家乡在偏僻的农村，上世纪

90年代初才通电、通路，去一趟县城有

30公里。成长环境不是太好，但相比

一般的农村孩子来说，已经是相当优越

了。因为我家里就有很多名著可以看，

还有报刊。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写诗、

写作文，走向社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受人点拨，把写出来的东西拿出去发

表。于是，从此就有了这样的头衔。这

在当时来说，真是说不清楚是褒是贬。

记：你最喜欢的艺术门类？你的偶

像是？能说说你对你偶像的感觉吗？

杨：文学、影视。偶像很多，不同的

时期会有不同的偶像。从牛虻、保尔·
柯察金等书中的人物，到影视明星刘晓

庆、潘虹到现在的周杰伦我都喜欢。

记：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是怎么

样的？

杨：悠闲地生活，紧张地工作。我

在县新闻传播中心从事采访写稿，白天

写单位的新闻稿子，晚上写自己的文学

稿子。不过不是每天都写。

记：你喜欢和爱好文艺的人交朋友

吗？你们朋友间有这样的艺术沙龙

吗？如果有的话，你们通常会聊些什么

话题？你感觉需要这样的沟通和交流

吗？会给你的爱好增添乐趣吗？

杨：我是我们县作协的副主席，我

们作协中女作家很多，我们经常在一起

聚聚，出门走走，聊家庭、生活和孩子。

这样可以给创作激发灵感，也可以相互

借鉴生活经验，增添生活的乐趣。

杨惠（长丰县作协副主席）

杨惠说，在社会上，我是以我的职业来面世的，有人知

道我是个记者，有人知道我是搞文学的。但那段和书相伴

的清苦岁月，则是我最充实的过往。

做个优雅的女人

生活就像一首隽永诗
鸿冰（合肥市公务员）

前不久遇到故人，提到鸿冰的文学理想时，那段写诗的日子在那个夜晚，倏然全部漫进他的记忆里。

在鸿冰的现实生活中，现在已经很少与诗有过交集了。他永远不会忘记，在合肥钢铁公司，他创建的太阳

雨诗社和那群爱诗的青年。鸿冰说，回首二十多年前曾经写诗的日子，翻看留存到现在仍然散发着青春

气息的油印诗刊，我为自己曾经写过诗而骄傲，也为人生有过一段写诗的经历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