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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大型采访活动特别报道

国画大师黄宾虹
因巴蜀风光获“变法”玄机

“优游之天府，宇宙之绝观。”这句
话出自唐初诗人王勃。蒋蓝心中的巴
山蜀水，当从王勃讲起。公元670年，
20岁的初唐才子王勃入蜀，他发现了
一个“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的
巴蜀，于是赞叹巴蜀山水乃“宇宙之绝
观”。后人也总用“雄、险、幽、秀”四个
字来形容巴蜀的自然地理有如神品。

蒋蓝提到，巴蜀的壮丽是非常直
观的，四川位于横断走廊东口，拥有世
界上海拔最大落差的区域地貌、地形、
植被，所有东西南北的壮丽景色，在四
川均有极美呈现。

巴山其绝、蜀水其美，在诗歌的沉
吟之外，国画领域也被深深吸引。蒋
蓝谈到了国画大师黄宾虹画风的改
变，正是从领略四川的风光开始。

1932年，黄宾虹来到四川，他立即
被岗峦稠复、横绝天地的巴蜀气势所
深深震撼，一举打破了他早年形成的
山水玲珑美学，开始转向山川浑厚、草
木华滋的至高美学追求，诞生了《蜀中
山水图》《青城坐雨图》等晚年代表
作。在他后来总结一生时，讲四川作
为其艺术的灵感来源，他也一直认为
蜀游的最大收获是悟到了自己晚年画
风之变的玄机。蒋蓝在演讲时感叹
道，“黄宾虹在跌宕的巴山蜀水里，在
峨眉一峰突起的峭拔之间，提炼出黑

密浑厚、润泽华滋的风格！真可谓‘干
裂秋风、峭拔古今，披星戴月，润含春

雨’，彰显出四川山水的神韵。”

1970年代，国画大师陈子庄在龙

泉山写生，当地村民问他：“龙泉山没有

什么美景，有什么好画的呢？”陈子庄

说：“你所说的是风景，我画的是内心深

处的山水！”蒋蓝认为，厚重的文化才是

点化风景成为山水的不二法门。

蜀地人民对“眼睛”的追寻
形成了宽广的世界格局

从古至今，“蜀道难”成为一道屏
障，也造就了一方神秘。蒋蓝提到了
19世纪的法国工程师古德尔孟，直到

1896年进入四川之前，他还一直认为
巴蜀是完全未经开发之地。

“在海内外人的眼光里，巴蜀世界
是浪漫而神秘的。”蒋蓝总结道，这种
神秘浪漫的特征，在文化与文明里，主
要体现在“仙源”“道源”“文宗”“才女”

“易学”等几个方面。这里不仅是道教
的发祥地，灵秀天成，也孕育了一批才
子佳人，传奇故事百代颂唱。

在蒋蓝看来，巴蜀大地向来是光
与火的热土。“蜀”字上边是目字，三星
堆曾出土造型诡谲的青铜纵目面具，
眼睛硕大、眼瞳纵深，引发了考古及文
化学者的诸多猜想。蒋蓝认为，一系
列文化证据都表明，数千年来我们的
蜀地先祖对于“第三只眼睛”都极度推
举，“蜀，就是开天眼，就是纵目，就是
火神祝融！”蒋蓝说。

“今天我们来到实现成都重庆无
缝对接的中心安岳县，来到安居于山岳
的柠檬之乡，我以为，无论是街道之眼、

山水之眼，还是纵目者，一般人的出发

都是从小径走向宽广、走向博大，然后

蓦然回首，找到自己出发的那条路。但

只有那些拓荒者与发现者，超然于大路

与窄门之外，穿越了风景与人生，他们

才是绝然的立世者。”蒋蓝最后总结道，

安岳地处成渝中轴线中点，是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几何中心点，也是名副其
实的“成渝之心”。巴山蜀水会赋予每
一个置身其间的人，一双“认识自己”的
眼睛，那便是真正的“从心出发”。

打开心结强化纽带功能
与大足共同打造东方摩崖造像

文化艺术之都名片

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大
背景下，罗兹柏认为成渝两地发展要
先打开“心结”。

“摆脱我们在行政区划上的局限，
依托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的带
动，区域间优势互补，强化共同的文脉
认知，共塑文化自信。”他指出，成渝两
地应该联手释放巴山蜀水的优势，促
进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和发展。“巴蜀文
化不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进行延伸，例如长江文化、
美食文化、红色文化。”

罗兹柏表示，共建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就是一个好的契机和载体，由此

两地可以打造一条巴蜀的文脉大道、
巴蜀的风情大道甚至巴蜀的“脊梁”大
道，将两地多点位进行串联和贯通。

而地处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
理几何“中心”的安岳，在罗兹柏看来，更
是要发挥两地文旅融合发展的纽带作
用，重塑巴蜀文化的重要交汇节点。“安
岳可以整合目前的文化资源，尤其是石
刻文化，与大足石刻做好对接和互动。”

他认为，安岳石刻和大足石刻一
脉相承又各有优势和亮点。“两地可以
共同构建组成石刻文化在西部地区的
支撑，甚至打造一张东方摩崖造像文
化艺术之都的名片。从这个角度来
说，大有文章可作，以此还可以进一步
带动整个成渝地区巴蜀摩崖造像国家
文化公园的建设，形成强有力的巴蜀
文化纽带。”

“‘大’‘安’天地、‘资’‘足’常乐。”
罗兹柏表示，资阳安岳县和大足两地
名字的“组合”也极具趣味。“以石刻文
化为基础，两地说不定还能携手打造
更多的高品质文化生活名片，助力做
强巴蜀文化走廊。”

从自身出发做出“不可替代性”
利用和释放文旅资源

让成渝两地产生更多文化共鸣

成渝之“心”想要做强纽带和节点
的功能，实现中部崛起，更要从自身出

发，实现突破。“安岳的文旅资源得天独
厚，但今后还要充分对接当下市场的需
求，不能够局限于资源本身，而应充分
挖掘背后的文化。”罗兹柏说。

“很多人介绍安岳石刻，都说它很
‘精美’，但我们对其的打造并不能够
只停留于观光时感受到的‘精美’，而
是能够盘活资源，释放艺术活力，例如
做一些体验活动、演艺活动等，对接年
轻人的审美情趣，或者满足家庭出游
的需要。”

罗兹柏强调，文旅资源的利用和释
放，要懂得融入大众生活的背景，使其
能够全方位感受到文化的氛围，将标识
性的文化元素提取和展现出来，让其情
景化，带来沉浸化的感受。“这其实也是
文化延伸产品的开发，将真正有代表性
的文化诠释演绎出来，作为标志性的内
容，形成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
魂万里挑一。”罗兹柏“引用”了一句网
络热句，“在我们各地文旅发展中，这
个灵魂，就是当地的特色文化。”

罗兹柏表示，抓住节点优势将文
旅资源盘活，挖掘特色讲好有代表性
的生活化的文化故事，也是自己对于
安岳创建天府旅游名县的建议。“要有
看头，要有故事，让川渝两地的人能够
得到更深的心灵沟通，产生更多的文
化共鸣。”

自古以来，巴蜀之间都存在着不
可割舍的文化血脉，草堂竹林、三峡猿
啼，形成了丰富的文旅宝藏。4月21
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策划发起
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百城行”大型采
访活动启动仪式在资阳安岳县举行，
这也是本次活动的首站。

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成都
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四川大学特聘导师
蒋蓝作为特邀嘉宾，在启动仪式上作了
题为《作为“宇宙绝观”的巴山蜀水》的
演讲。蒋蓝认为，有着“宇宙绝观”的巴
山蜀水必将赋予每个人“第三只眼睛”，
认识自己，从“心”出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作家蒋蓝谈巴蜀文旅背后的“宇宙绝观”

巴山蜀水必将赋予每个人一双
“认识自己”的眼睛

重庆市政府旅游发展高级顾问罗兹柏：

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
魂万里挑一。”4月21日，在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百城行”大型采访活动启动仪
式后，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
地首席专家、重庆市政府旅游发展高级
顾问罗兹柏用一句网络热句，点透了特
色“文化”的挖掘和诠释于各地旅游发
展的意义。

对于资阳安岳县亦是如此。地处
成渝中轴线的中点，安岳是成渝双城经
济圈名副其实的“成渝之心”，同样也是
资阳市与重庆市大足区共建文旅融合
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区。在成渝双城经
济圈发展崛起的关键节点，打造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要从“心”出发。罗兹柏认
为，安岳应该发挥区域间纽带和节点的
作用，尤其在巴蜀文旅走廊的建设中，
更要实现率先突破，中部崛起。

而其文化基因的进一步激活，将是
安岳在未来文旅融合发展中依旧关键
的一步。“要生活化，有故事可讲，有看
头。”罗兹柏说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晨杨金祝 实习生 姜曦悦

本版摄影 雷远东

罗兹柏

著名作家蒋蓝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百城行”大型采访活动启动仪式上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