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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的峨眉山
声动全球，临江矗立1200多年的乐
山大佛名贯古今，婉约仙境神奇九
寨、蜀南竹海和亚丁稻城让世人神
往，而三星堆、金沙两个史前遗址，更
是再现古代蜀国的辉煌，即便称不上
冠绝全球，至少也是独树一帜，或者
叫做独领风骚。

什么是文化地标？“文化地标本
质上就是文化品牌。”李后强说。界
定文化地标，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
那就是文化是人为创造的，物质和
精神的总和。“不是人创造的就不是
文化。”

具体到文化，又分为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前者是有形的，看得见
摸不着的。如，三星堆、金沙遗址、峨
眉山（宗教文化）。后者则是无形的，
需要特殊技艺的。譬如川剧、茶艺
等。“而像九寨黄龙这些，就属于自然
资源，不属于文化地标的范畴。”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软实力，作
为承载其文化内涵的载体，不少地方
都评选出了自己的文化地标。不过
何谓文化地标，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
义。在李后强看来，文化地标首先要
有“五性”，也就是强烈的个人标签。

具体来说，首先是显著性，有重
要性，影响力大，知名度高，并且对经
济社会产生了强大推动力。其次，利
民性。文化地标是一个地方软实力的
象征，要对社会产生正向的影响，于国
于民，有利有用。第三，独特性。就像
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因为性格、成长环
境以及后天的经历不一样，从而变成
了独一无二的存在。文化地标也一
样，要有唯一性，不能遍地开花，而要
独此一家。第四，记忆性。也就是所
说的辨识度高，让人印象深刻，具有极
强的记忆穿透力。最后一点，就是地
域性。“兼具这五性，才具备了文化地
标的属性。”李后强表示。

“我特别推荐的是石室中学。”成
都石室中学是我国第一所官办学校，
前身为西汉景帝末年（约公元前141
年）蜀郡太守文翁创建的“石室精
舍”。石室中学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
历史，不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官学’，而且虽多次更改校名，但校址
从未变动，这在中国及世界都很罕
见。文翁在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
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据
《华阳国志》载，文翁为蜀守时，穿湔江
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发展了农业生

产，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
面。后人为纪念文翁，修建了文翁祠。

寒露说，文翁虽然不是四川人，但
他对四川的贡献很大，“当时的蜀地交
通闭塞，文化落后，文翁到任后，提倡
教化，文翁兴学，以文化蜀，对蜀地文
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认为，文翁
对咱们四川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贡献，
可与李冰父子主持开凿的千古水利工
程都江堰相提并论。我觉得，将石室
中学列为天府文化地标，有助于人们
更多地来纪念文翁。”

省人大代表、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

文化地标要有“五性”和“五名”

四川文豪辈出，以他们的旷世才华和不朽著作，奠定了巴蜀大地灿若星河的人文底色。在文化资源上，天府大地更是不遑多让。从名
山大川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散落的星星，在各处熠熠生辉。

复活若干遗落历史长河的遥远记忆、唤醒沉寂数千年的远古文明。如果文化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文化地标就是承载其精神内涵最好
的载体。1月19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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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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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推出之后，引发网友和文化名人极大的推
荐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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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作为一种
精神载体精神载体，，何何
谓文化地标谓文化地标？？

入围四川入围四川
文化地标文化地标，，需需
要具备什么个要具备什么个
性和共性和共性性？？

日 前 ，省 人 大 代
表、四川省社科院党委
书记李后强接受了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讲述了他内心
的评选标准。

文化地标要兼具“五性”
本质就是文化品牌

此次评选的文化地标，候选者应
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李后强也
开出了他心目中的评选标准。“至少
应该具备‘五名’。”具体阐释，就是名
人、名物、名事、名文、名气。

名人，譬如与黄帝、武则天、苏轼
等正面人物相关的遗址、祠堂，对社
会有积极正向影响力的地方。名物，
建筑物，如图书馆、老房子、铁路，可
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名事，历史
上曾经发生过重大事件，如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古战场、张献忠江口沉
银，以及重大灾难事件的现场。名
文，名著、名言、千古传颂、词语源地，
如李白蜀道难、广元明月峡、剑门关、
丹棱大雅堂。名气，知名度高、传播
范围广，美誉满天下。

李后强现场推荐了他心目中的
“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在他的名单
中，包括北川5·12汶川地震纪念馆、
成昆铁路、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
都江堰、望江楼、宜宾李庄、大邑安仁

古镇刘氏庄园、阆中古城、三苏祠、瓦
屋山等。“四川的文化资源太多了。
如果放开推荐，远不止这十个。”李后
强说。至于为何会推荐成昆铁路这
类相对冷门的名单？

李后强表示，名单背后还有一
段，被很多人遗忘的历史故事。据资
料记载，全长近1100公里的成昆铁
路上，共牺牲了2100余名建设者，而
他们的牺牲竖起了一座丰碑，成昆铁
路突破“筑路禁区”建成通车，创造了
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迹，获得了首届国
家“科技进步奖”特别奖。自1970年
7月1日全程贯通以来，一直是中国
铁路主要干线之一，为西南地区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说成昆铁路是四川打通出
川通道的一个关键性举措。为了这条
铁路，无数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李后
强说，希望能通过这个评选，唤醒历史
记忆，让前人的贡献永远被后世铭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

候选地标要具备“五名”
成昆铁路值得铭记

省人大代表、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谢凯 摄

1 月 30 日，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到出席省两会

的部分代表和委员，他

们从繁荣发展四川文

化事业的角度，分别推

荐了各自心目中的天

府文化地标。

从繁荣发展四川文化事业的角度
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推荐
各自心中的天府文化地标

“奎星楼街属于老成都区‘少城’，
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是现代年轻
潮人聚焦和新兴文创业态聚合之地。
那儿的美食、咖啡厅，各种文化创意产
业扎堆，将老成都的历史魅力与现代
成都的活力结合得非常好。”

据袁庭栋《成都街巷志》中记载，
老成都有一条光明胡同,因为西头原
来曾经有一座关帝庙,关帝庙中后来

又增加了一座奎星阁,所以在清代时
就又名奎星楼胡同,民国时改名为奎
星楼街。著名数学家魏时珍曾长期居
住在奎星楼街13号自己设计修建的
寓所中。如今，奎星楼街已经成为成
都一个热门文艺地标，“那里已经形成
了聚集电影、音乐、艺术、创意设计、书
籍出版、新媒体艺术、职业培训、创作
孵化与出品于一体的文创生态圈。”

业丹（省人大代表、成都演艺集团董事长）

推荐：奎星楼街

历史与现代结合的文创生态圈

洪厚甜（省政协委员、省政协书画院专职副院长）

推荐：“5·12”地震诗歌墙

永不坍塌的心灵地标
“5·12地震诗歌墙”，位于四川省

什邡市穿心店地震遗址纪念广场。整
座诗歌墙高2.28米、延绵51.2米。墙
上刻印着书法家书写的来自全国各地
诗人的20首在“5·12”地震后带给无
数国人感动的地震诗作，比如著名诗
人张作梗震后有感而发的《请默哀》

“请向一条跳麻花舞的道路默哀/请向
随之覆向这道路的泥石流默哀/请向
被泥石流裹挟的，一朵来不及开放/就
永远沉埋到谷底的小花默哀……”
被苍劲有力的楷书刻在花岗岩质地的
诗歌墙上。《请默哀》之后，是苏善生的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王平久的
《生死不离》……一直到梁平的《中国
力量》收尾。

该墙由华西都市报与《星星》诗刊
倡议发起，2011年4月修建落成，是继
耶路撒冷哭墙、柏林墙和美国越战纪
念墙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纪念墙”，它

不光是中国首座以诗歌为主题的墙形
建筑，同时也将是屹立在四川人民心
中，永不坍塌的心灵地标。距离地
震诗歌墙约50米的地方，矗立着一
座巍峨壮观的“中华意志”花岗岩纪
念碑，碑上就镌刻着“任何困难都难
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这座纪念
碑碑体高20.08米，用汉白玉精心雕
刻成的基座部分高 5.12 米，基座有
四面浮雕，展现了当年志愿者和援
建者在什邡灾区抗震救灾的感人场
景。体现川人精神的诗歌墙和“中
华意志”纪念碑，遥相呼应。

洪厚甜说，这个地震诗歌墙意义
重大，“以独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分
量，记载着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和
灾后重建的人间奇迹，成为了震后
国人心中的精神地标之一。是中国
人民面对灾难不屈不挠的坚强精神
象征。”

寒露（省政协委员、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资深导演）

推荐：石室中学

纪念文翁办学“以文化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上官
国风 摄影报道

成昆铁路美如画。图据东南大学户外协会博客（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业丹

洪厚甜

寒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