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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为我们寻找集体的文
化记忆，也是在寻找我们的感情。
我由衷祝愿这个活动能够成功！

——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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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四川生活、工作多年的著
名作家麦家，对巴蜀文化有很深的
感情和了解。对于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推出“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
标”大型系列采访活动，麦家首先给
予大大点赞，并表示自己是带着亲
人的感情来点赞，“这件事太值得做
了！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在为我们寻找集体的文化记
忆，也是在寻找我们的感情。我由
衷祝愿这个活动能够成功！能够给
我们打捞梳理出更多有意义有价值
的文化记忆。过去的路有多远，未
来就有多远。成都、四川这块土地，
历史深厚，文脉根深。成都还是几
千年以来没有更改过地名的一座古
城。如今我们国家经济条件提高
了，物质丰裕了，有能力也应该做一
些弘扬文化的事情。比如将四川这
片土地的历史风貌、文化记忆，进行
一个系统的梳理。有助于有关方
面，该恢复的恢复，该修葺的修葺，
该重建的重建，让广大百姓有更多
亲近历史厚度、广度、深度的机会。
做好了，将是功德千秋的事情。”

“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引发各界热议

实力派作家麦家为活动打call：

做好了
将是功德千秋的事情

“春节”的由来
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今

四川省南充阆中市桥楼乡），是西汉
民间天文学家。当时，国家使用的历
法误差很大，给生产、生活带来不
便。于是，汉武帝征聘天文学家改革
历法。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由故
乡阆中到京城长安，汉武帝授官太史
待诏，主持改制历法。经过6年测算
研究，落下闳等人制定了新历，并被
汉武帝采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汉武帝颁令全国使用落下闳制
定的新历，新历因而被称为《太初
历》。

《太初历》首次将24节气纳入中
国历法的体系之中，并确定以正月为
岁首，孟春正月朔日为一元之始（即
正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从此，每
年春节的日期都固定在“正月初一”，
至今已有2123年。

《太初历》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
国界，除了中国过春节，蒙古、朝鲜、
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
等国家，把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美
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把春节作为
重要的地方节日。

“春节老人”的由来
在 2005 年以前，部分研究落

下闳的专家和阆中的一些政府部

门，给落下闳冠以“春节创始人”
“春节先圣”“春节先祖”等美名，
但始终没被大众接受，也没有流传
开来。

2005年 2月23日，华西都市报
主办的“川渝特色旅游联动座谈
会”在成都举行，时任阆中市旅游
局副局长的敬晓钦应华西都市报
之邀出席。敬晓钦喜欢研究春节
民俗文化，在座谈会上，敬晓钦提
出：从西汉太初元年全国使用阆中
籍天文学家落下闳制定的《太初
历》，直到现在春节的日期都未改
变，因此落下闳应该是我们中国自
己的“春节老人”。

2005年2月24日，华西都市报
对“落下闳是中国春节老人”这一新
观点进行了报道，这也是“春节老人”
第一次进入媒体视线。由于“春节老
人”的提法更为亲切、形象和大众化，
很快被海内外游客所接受，并成为阆
中旅游的重要形象和中国春节文化
代言人。

“春节老人”的形象
童话故事中的西方圣诞老人总

是留着长长的胡须，戴着红红的帽
子，在圣诞节晚上，驾着驯鹿车，为人
们送去圣诞礼物。中国的春节老人
落下闳虽然是历史人物，但他长什么

模样，史料也没有记载。“中国春节老
人落下闳的模样，由您创意决定。”阆
中市委书记张斌介绍，从即日起，阆
中市在全球范围内发布并开展线上
线下春节老人形象征集活动。

据悉，春节老人形象征集活动分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象大征集，1
月份在全球范围内发布并开展线上
线下征集活动。第二阶段为形象大
讨论，2月份开展“我心目中的春节老
人”讨论活动，通过邀请国内外相关
专家学者、天文爱好者、文创大师等，
进行观点大讨论、思想大碰撞，创意
大比评，掀起落下闳学术研究和宣传
推广热潮，并分期展播已征集作品，
开展网络投票；第三阶段为形象大评
选，3月根据网络投票及专家组的意
见，评选出最具特色的“春节老人”形
象，并在全球发布。

春节老人形象征集活动，是中
国（阆中）首届落下闳春节文化博
览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属于“三节
两活动”五部分之一，其他四个部
分分别是：阆中古城年味美食节；
阆中古城新春曲艺节；阆中古城迎
春花灯节；春节发源地向全球华人
送祝福。张斌说，整个活动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策略，大力推
广“寻春节之源，到阆中过年”的活
动品牌。

一首《海知道》
唱出“海上丝绸之路”优美篇章

第五批“中国梦”主题新创
作歌曲中，《海知道》以“一带一
路”为主题，用抒情式的流行唱
法唱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优美
篇章。这首歌曲由作曲家利宇
翔作曲，词作家杨玉鹏作词，歌
手师鹏演唱。歌曲从大海的视
角，以拟人的手法，大胆发挥想
象，深情款款而又大气豪迈，以
通俗唱法，深情婉转而又豪情
满怀地唱出了对“中国梦”的信
心与希望。

词作者杨玉鹏表示，希望以
流行的演绎渗透诗意的表达，力
争把一个大题材以更为轻松而
有情怀的方式去展现。大题材
的创作容易落入求全求大的俗
套，而在情感的真实饱满方面和
受众产生一定的距离。因此无
论从歌曲创作的切入角度还是
唱法方面都应该有所创新，才
能让更多的老百姓接受。他选
择了用通俗唱法去“诗意表
达”。比如，歌曲开头以疑问形
式，引人思索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一腔豪迈”。时光飞越进
入新时代，“船又出发，梦又开
头”，于是在茶香和酒香里把曾
经的缘分再续……这一份经过
历史积淀的情怀与梦想，有亘
古的大海作为见证。曲作者利
宇翔认为，《海知道》歌词与常
见的大题材歌曲不同，歌词语
言生动，生活化、口语化，情感
强烈。所以在歌曲旋律的把握
上要考虑既像海一样的大气豪
迈，也要有如海一般的深沉情
怀，更要突出表现在沧桑巨变
中，人的期盼和情感。

创作中，根据歌词的意境和
结构，利宇翔确定了更易于听众
接受和传唱的流行风格。在主
歌部分采用了口琴和木吉他的
搭配，加上弦乐模仿海浪轻摆的
节奏，衬托民谣式倾诉的旋律，
整个配器渐进渐强推动，充分把

“泛黄的诗、五彩的绸、喷香的
茶、陈年的酒”这一浪漫主义情
怀展现出来。副歌部分打破了
主歌流畅的节奏，运用后附点、
八度大跳等技法，呈现出催人奋
进的激情和坚定的追梦决心，表
达“有很多知心的朋友”这一美
好愿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伍翩翩

麦家是浙江人，曾在成都长期
生活，他本人也多次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谈到自己对成都的情感，“对
我而言成都是“第二故乡”，也是我
的“福地”，在这里我创作出了《解
密》《暗算》等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
作品。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成都是
一个精神故乡，给了我无尽的创作
源泉。这 15 年不论从感情上，还
是时间上，都是我人生中迈不过去
的一个闪光点。之前我就有计划
争取写一部与四川有关的小说，如
果写不出小说，争取写一个纪实作
品。”如今的成都经济、政治、文化
等方面齐头并进，麦家表示自己感
到由衷的高兴，“我认为一个深藏
文化底蕴的城市未来的发展是不
可限量的。”

近几年，继在国内获得主流
文坛和广大读者喜爱之后，麦家
的作品被国际文学界青睐，多部
作品被隆重翻译引介到国外多种
文字，麦家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
的对外传播“走出去”的排头兵。

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英国《卫报》等美英多家主流媒
体，对麦家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
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密集报
道。其中《解密》英文版由美国著
名的法劳·斯特劳斯·吉罗出版公
司与英国的企鹅兰登两大出版集
团联手出版，并在所有英语国家
同步上市，初版同时被纳入英国
著名的企鹅经典文库。

作为当代文坛一位实力派作
家，麦家多次成为华西都市报重
点报道的对象，麦家也多次积极
支持华西都市报主办的多项文
化活动。2018 年，与华西都市报
情谊绵长的麦家，也发来他的诚
挚祝贺，“作为国内第一家都市
类报纸，华西都市报独树一帜，
独领风骚。如今媒体世界大战
硝烟弥漫，尸陈遍野，但华西都
市报依然雄立一方。时间很残
酷，它很宽大温存地保留了我的
记忆，赞一个！祝华西都市报越
办越好！”

四川文化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能够代表其形象和气质的文化地标星罗棋
布、交相辉映。为“唤起城市记忆，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城市精神的感召力和凝聚
力，1月19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大型系列采访
活动，深入挖掘巴蜀优秀地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助力文化强省建设。让各类文化
地标走出书斋、面向社会，让巴蜀文化走出四川、走向世界。同时邀请广大读者为各
自心中称得上“天府十大文化地标”的地方打call。

对此次寻找“天府十大文化
地标”活动，麦家同时也给出他
的建议，“在我的理解里，一个城
市、一个省份的文化地标应该是
整体的，彼此有逻辑关系的，而
不是单打独斗，某一个文化地标
一枝独秀。毕竟独木不成林。
比如四川省会成都作为一座古
老的城市，是一座从未更改过地
名的城市。蜀文化深厚非凡。
在这次活动过程中，一定要有整
体眼光，要注意避免强调某一个
或者某一些文化地标。不能以
点代面。不要以一废十。因为
文化是有脉络的。文化地标也
应该是成群落的。”

麦家曾经在成都生活了15
年，对四川多处经典的文化场域
都很熟悉，“不管是三星堆、武侯
祠、还是金沙，肯定都是具有文
化地标意义的所在。还有很多
其他具有进入十大文化地标名
单的地方，至于最后哪些进入十
大，则可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
仁的。我个人建议应该把选择
权利充分留给广大百姓，让群众
充分参与进来。”

消息发出后，反响热烈，很多
读者纷纷来电，推荐他们心中的
文化地标。熟稔巴蜀文化的多位
资深作家、诗人也纷纷分享他们
对此次活动的理解，或者高屋建
瓴给活动整体给予建议，或者细
细梳理提出自己对地标的选择，

比如散文家蒋蓝一口气推荐了十
个文化地标，比如诗人梁平强调，
活动“要寻找、梳理那些能让百姓
在生活中真正感受到的文化氛围
的所在”。实力派作家麦家也积
极回应，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

“这件事太值得做了”点赞

建议

“把选择权留给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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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阆中）首届落下闳春节文化博览会将于24日启幕
第五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
歌曲系列报道

在西方，圣诞节是最隆重的节
日，他们有个“圣诞老人”，故乡在芬兰
罗凡涅米。而在东方，最隆重的节日
一定是春节，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该
记住，中国有个“春节老人”，他的故乡
在中国阆中，他的名字叫落下闳。

1 月 22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阆中）首届落
下闳春节文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
成都举行。阆中市委书记张斌在发
布 会 上 宣 布 ：1 月 24 日（腊 月 初
八）－3 月 18 日（二月初二），中国
（阆中）首届落下闳春节文化博览
会，将在“春节老人”的故乡——四
川省阆中市举行。从即日起，“中国
春节老人形象”征集活动在全球拉
开帷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
荷 汪仁洪 见习记者 李雨心 实习
生 任祎寒曹梓元

全球征集“春节老人”形象
专家为落下闳打call——
是他，间接创造了春节

在发布会现场，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落
下 闳 天 文 理 论 的 研 究 者 之
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 查 有 梁 ，他 风 趣 地 表 示 ：

“西方的圣诞老人，是一个存
在于幻想和传说之中的人
物。而我们中国的‘春节
老 人 ’，却 是 有 历 史 记
载、真实存在的一位老
人。”

早 在 2001 年 ，查
有梁就出版了《世界
杰 出 天 文 学 家 落 下
闳》一书，从天文学、
物理学、数学等多视
角来研究落下闳的科
学成就。“春节是我们
全世界华人共同的节
日，对中华民族意义重
大 。 而 且 不 光 是 在 中
国，在世界各地都影响深
远。据传说春节已经有几
千年的历史，但是事实上，
官方规定春节作为迎接新年
的法定节日，是从汉武帝时期
颁布太初历开始。其中对太
初历颁布贡献最大的是阆中
人落下闳，因为他参加了观
测、记录、制定、计算的过程，
落下闳之所以被称为‘春节老
人’，也是因为他制定出太初
历，间接地创造了春节。”查有
梁说。

2017 年，四川省启动实施
历 史 名 人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工
程，最终确定 10 位首批四川
历史名人，落下闳就位列其
中 。 查 有 梁 也 谈 到 了 在 科
学文化方面，落下闳对四川
的深远影响。“在 2004 年，中
国 科 学 院 国 家 天 文 台 已 将
其 发 现 的 国 际 永 久 编 号 为
16757 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
闳星’。在咱们四川，就只有
巴金和落下闳这两位名人拥
有以自己姓名命名的星球。”

谈到首届落下闳春节文
化博览 会 的 举 办 ，查 有 梁 认
为，这是展现落下闳这位历
史名人的绝佳机会。“因为很
多人只知道春节，但是他们
不知道落下闳，更别说他创
造出的出‘太初历’。但和春
节联系起来，大家就比较好
理解了，这为落下闳找到了
一个具有贴近人民生活的符
号，从传播的角度来说，也会
有更好的效果。”

麦家曾在成都生活了15年。

春节老人在阆中古城赐福。张晓东摄

麦家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排头兵。

查有梁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

张晓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