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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千年文脉 辉耀东坡故里
——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将在眉山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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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

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也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今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四川省迅速启动“实施四川历

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眉山市相继

出台《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行动方

案》。在“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

新工程”中，苏轼被确定为首批10位四川

历史名人之一。今年，恰逢苏东坡诞辰

980周年，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

届四川音乐周在其故里眉山举行，充分

体现了四川省委、省政府，眉山市委、市

政府对东坡文化的高度重视。

抚今追昔，眉山是一座底蕴深厚的

历史古城，有 5000年人类文明史、2300

年州郡建制史，孕育了大文豪苏东坡。

眉山是苏东坡的家乡，是东坡文化的发

祥地，更是苏东坡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的发轫地。眉山自古是诗书礼仪之邦，

唐代中期便出现了闻名遐迩的孙氏书

楼，开眉山读书风气的先河，北宋出了苏

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两宋 300年间出

了886位进士，被誉为“千载诗书城”。

眉山更是一座朝气蓬勃的现代新

城，是国家级天府新区和国家中心城

市成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眉

山市立足博大精深、底蕴厚重的东坡

文化，眉山市于 2011 年提出“文化立

市”战略，今年 3 月又做出了深入推进

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

为建设繁荣富裕美好眉山提供了强有

力的文化支撑。

找准优秀历史文化传承发展载体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都需要载体，

将本地的历史文化展示给现在的人们，

既要有历史的厚重，也要有现代的演

绎，打造有形载体、实施有效传播。

作为四川十大历史名人苏东坡的

故乡，眉山提出“文化立市”战略，作出

建设文化强市决定，提出了“七个一”工

程，即：做精一个博物馆，拿出“真东

西”，展示“真宝贝”，增加“真体验”，让

三苏祠博物馆能吸引人、留住客，成为

全世界“苏迷”的“朝圣地”；举办一个研

讨会，主动扛起弘扬东坡文化的大旗，

广邀国学大师、苏学专家和国内外友好

城市代表，办一场文化性、学术性、国际

性的苏学研究盛会，积极传播文化、营

销眉山；打造一部舞台剧，融入城市山

水，讲好文化故事，为人们提供一场精

彩绝伦的视觉盛宴，展现三苏文化内涵

和眉山城市形象；拍摄一部电视剧，深

度挖掘苏东坡的人生传奇和时代精神，

把“苏东坡”拍出来，把眉山“拍出去”，

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绎东坡、

宣传眉山；筹办一所东坡文学院，培养

苏学研究高层次人才，建设主题图书

馆，系统收集三苏文献典籍，邀请知名

作家、文学大师来眉山创作作品，把眉

山打造成全球苏学研究高地；承办一台

晚会，挖掘东坡诗词作品中的月亮情

结，积极争取中央级媒体在眉山设立中

秋晚会、春节联欢晚会会场，全面展示

东坡文化、美丽眉山的城市形象；打造

一条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把三苏祠、苏

坟山、连鳌山、蟆颐观、三苏湖等遗迹遗

址有效串联起来。通过“七个一”工程

的实施，进一步扩大眉山文化影响力，

以有形载体和有效传播，把千年东坡文

化展示给世人。

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

川音乐周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眉山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长足发展，助推眉山建成

三苏文化收藏保护中心、三苏文化展览陈

列中心、全国性的东坡文化研究基地、交

流中心，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此外，该市还将深度挖掘文化内

涵，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实

现以文化带动经济繁荣，发挥文化优

势，用文化吸引人气，用文化助推发

展，把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转化为现实

发展的生产力。

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活力

优秀传统文化要有生命力，必须

与社会生产生活、城市建设深度融合，

激发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

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传承历史文脉，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指示，在眉

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眉山城区的街

道、桥梁、公园、雕塑处处体现了东坡

文化元素，流露出浓郁的东坡文化气

息，城市形象气质注入了东坡文化之

魂。该市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

合理利用过程中，保护古遗址、古建

筑、近现代历史建筑，更好地延续了历

史文脉，展现城市风貌。同时，下大力

气抓好眉州古城墙、江口古镇等 6个历

史文化街区整治工作。

文化产业是朝阳经济，是经济转型

升级的着力点、新增长点，做强文化产

业，关键是激发市场活力。目前，眉山

市正采取措施，抓紧打造文化产业：一

是培育组建文创企业，围绕传承东坡文

化，在品牌整合、整体营销、特色创意、

产业投资、园区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

打造一个推动眉山文化产业发展的专

业智库、孵化中心；二是做大做强文化

龙头企业，鲜明政策导向，重点培育扶

持一批“文化+ 食品餐饮”“文化+ 旅游”

“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龙头企业，如眉

山餐饮业的龙头企业眉州东坡酒楼，要

形成东坡文化的品牌效应，增强文化的

软实力和硬支撑；三是培育孵化小微文

化企业，坚持抓大不放小，把小微文化

企业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厚

植“土壤”，营造环境，激发全社会文化

创造活力，促进眉山文化繁荣兴盛。

构建眉山历史文化传承新格局

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发展，必须

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硬的措

施，动员各方面力量，进一步形成大发

展、大跨越的生动局面。

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

程中，眉山市形成了党委领导、宣传部

门牵头、相关部门协同、文化单位执行

的多方联动机制，充分整合各类资源，

调动各方力量，构建了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优秀历史文化传承发展新格局。

一是加强政策支持。用好、用活、用

足现有政策，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的引导、

激励和杠杆作用；切实加大支持力度，进

一步优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

境，加大政府投入，建立文化产业专项资

金稳定增长机制，确保专款专用。

二是强化人才保障。按照“数量足、

结构优、素质强”的要求，着力培养在全

国、全省有影响的文艺名家、专家学者、

文化企业家和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

人、民间文化传承人；坚持柔性引进政

策，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文化名家工作室、

名家楼、名家创作基地，引导文化名家深

入生活、深入群众；定期编制发布重大文

化建设项目信息，搭建协调创新平台，与

国内高端文化传媒、文艺创作中心及知

名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引进一批高端文

化人才；培育自己的演职人员队伍，与市

内外高校、专业院团加强合作，组建东坡

艺术团等专业演艺团队。

三是强化督查考核。充分发挥好

目标考核“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坚

持“挂帅出征、挂图作战、挂星推进、挂

旗督战”，对重大项目、重点工作实行

跟踪问效，定期督察、适时通报，推动

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市委、市政

府每年召开一次推进会，进行一次专

项督查，开展专项表扬。

四是加强对外开放。从国际经验

来看，一个国家文化产业“走出去”不

仅可以改善本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促

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同时

对于提升本国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

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

义。眉山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大力实施文化项目、文化集团“请进

来”，鼓励、推动本地文化产业“走出

去”；大力推介和宣传眉山文化产品，

做大做强全市文化产业，实现艺术与

市场的高度融合。此外，积极参加国

际、国内重大展会，使眉山成为推动全

市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平

台，全面提升全市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11 月 22 日至 26 日, 第八届（眉山）

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将在

四川省眉山市举行。本届东坡文化节

暨首届四川音乐周以“世界的苏东坡”

和“音乐连接世界”为主题，由四川省

文化厅、眉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其中，东坡文化节突出东坡文化特色，

传承东坡文脉，弘扬东坡文化。音乐

周活动旨在扩大四川音乐的影响力，

促进四川和眉山音乐产业的发展。

今年恰逢苏东坡诞辰 980周年，本

届东坡文化节也是眉山市与儋州、惠

州、黄冈 4 市轮流举办东坡文化节以

来，第二次在眉山举办，是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繁荣眉山文

化事业的重要标志。活动期间，将举

办《眉山苏轼 世界东坡》文艺演出、世

界的苏东坡——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

峰论坛、东坡文化传承展示等 20 项活

动，为全世界热爱东坡故里、崇尚东坡

文化的各界人士奉上美轮美奂的文化

盛宴。届时，苏东坡文化研究国际友

人、国内知名苏学专家、海内外苏氏宗

亲一道，拜东坡、品东坡、读东坡、写东

坡、画东坡，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此外，活动期间，每天晚上来自国

外不同风格的音乐团体和四川本土音

乐人将进行国际音乐交流演出，还将

举办 2017眉山东坡音乐节。

守望东坡家园

世界目光聚焦眉山

“横看成岭侧成峰”，一千个读者

心中就有一千个深爱的苏东坡。本届

东坡文化节，将举办“世界的苏东坡

——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邀

请国内外知名苏学专家学者出席，研

究成果中英文对照公开出版发行或汇

编印发。眉山也将成为东坡文化国际

学术高峰论坛的永久性地址。

溯源东坡文脉

十八城市携手并进

东坡遗址遗迹遍及全国，本次文

化节上，四川眉山、湖北黄冈、广东惠

州、海南儋州、河南开封等 18个东坡遗

址遗迹地城市形象将集中亮相，进行

东坡遗址遗迹地文化交流，黄冈麻城

《麻乡约》大型原创东路花鼓戏到眉山

友情惠民演出；同时，还将举行“东坡

文化传承与现代城市发展”交流会，发

布《东坡文化传承与当代城市发展眉

山宣言》。举办东坡遗址遗迹地 18 城

市文旅发展研讨会，围绕进一步传承

发展东坡文化，推进东坡文化与旅游

融合发展开展研讨座谈，发布《东坡文

化之旅发展联盟眉山倡议》。

传承东坡精神 寻根东坡故里

拜东坡、品东坡、读东坡、写东坡、

画东坡，在三苏祠举行拜谒三苏仪式，

在苏洵公园举办“尚意东坡”书法展和

东坡诗意画展，在东坡初恋地观竹编

表演，赏东坡诗词朗诵，体验竹编文化

和东坡美食之旅。

“尚意东坡”中国当代名家书法精

品展，以“尚意东坡”为主题，以东坡诗

词为内容，中国书协主席团成员及获奖

作者等 160名书法名家创作精品参展。

全国名家东坡诗意画展在全国邀请著

名画家创作东坡诗意作品并展出。

弘扬东坡文化 品读诗意东坡

活动期间，全国第四届东坡学校交

流活动暨“传承东坡文化提升教育品

质”眉山论坛，将举办全国著名教育专

家专题演讲、全国东坡学校“百校论

坛”交流活动和“我心中的苏东坡”全

国中小学书法绘画及 3D 作品展。首

届四川书市——“东坡文化”书展，则

将推出东坡文化主题图书展、精品图

书惠民展、精品摄影图片展、教育服务

主题展、智慧阅读体验展，举办“朗读

苏东坡——我是朗读者”和“东坡文化

传承——寻找最美读书人”活动。

文化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文化产业发展是惠民生、增就业、

扩消费的重要途径。四川省文化厅

与眉山市政府形成文化建设战略合

作，联合主办第八届东坡文化节暨首

届四川音乐周，文化搭台，以节为媒，

发展产业，充分挖掘东坡文化，大力

发展东坡味道产业、东坡文旅产业，

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将促进四川和眉山文化经济发展再

上新台阶。

这是一次文化的盛会，更是眉山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具

体行动。

□□ 斐依

眉山是大文豪苏东坡出生、成长、

学习的地方。这里留下了众多苏东坡

遗迹遗址和故事传说。

到东坡故里眉山一定要到苏东坡一

生之中“此心安处”之地——三苏祠，参

观三苏故居、蜀中最负盛名的名人祠堂

和古典园林景观，拜谒、凭吊苏洵、苏轼、

苏辙三苏父子，品苏宅古井泉水，拜读东

坡碑帖文章，学习东坡精神及三苏家风

家教，感受东坡文化和三苏文化魅力。

在东坡城市湿地公园，游客可以登

远景楼，观川西南最美音乐喷泉，赏东

坡外滩美景，感受美轮美奂的眉山城市

夜景；畅游四大主题公园、东坡竹园，体

验东坡老家——眉山城市新形象。登

足蟆颐观、苏坟山、大旺山、连鳌山，寻

找三苏父子曾经生活过的遗迹遗址，聆

听三苏父子在家乡的动人故事。

在东坡初恋地——青神中岩寺，感

受东坡与发妻王弗唤鱼联姻之趣，在东

坡读书亭观景览胜。作为“中国竹编艺

术之乡标志性景点”，在国际竹艺城逛

竹林湿地公园，欣赏竹编艺术精品，看

大熊猫、学竹编、购竹品，感受东坡文化

和竹编文化双重魅力；探秘江湾神木园,

赏“东方神木”乌木及木雕艺术珍品，一

览大师们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

畅游之余，游客还可在眉州东坡酒

楼全国总店品东坡宴；到中国泡菜城，

逛全国唯一的泡菜博物馆感受东坡泡

菜文化，参观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东坡

泡菜制作工艺，体验手工制作泡菜，品

东坡泡菜宴，一览中国泡菜之乡风采。

为方便游客到眉山体验东坡文化

美食之旅，眉山市根据眉山旅游特色，

结合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

四川音乐周活动，精心编制规划了 5 条

以东坡文化美食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和

7 条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线路，这些

旅游线路突出东坡文化和东坡美食主

题,以眉山“三苏故居”三苏祠为起点，

串联眉山境内两区四县的各主要景区

和特色乡村旅游景区景点近 40个。

同时，全市各区县还结合自身资

源特色编制了特色文化、观光、美食旅

游线路。游客可以在这些旅游景区和

线路赏遍眉山各个东坡文化旅游景区

景点，品尝到正宗的东坡特色美食,购

买到“东坡文化”产品、“东坡味道”商

品及土特产，感受到眉山独特的东坡

文化、长寿文化、大雅文化、竹编文化

和生态文化。

一场说走就走的东坡文化之旅

三苏祠南大门

眉山“两宋荣光”眉州大道（王澄琳 摄）

东坡岛全景图（陈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