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场活动集中呈现网络视听新风貌

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30日成都开幕
聚焦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04 2023年3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杨弘农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荀超）“网络视
听大会是网络视听行业的见证人、助燃
剂和风向标！”3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从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大会将于3月
30日上午在成都开幕，主体活动于3月
30日至31日举办，配套活动于3月27日
至4月2日举办。主会场设在成都世纪
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并在雅安市以及成
都宽窄巷子等标志性地点设分会场。

届时，包括全国重点广播电视机构、
网络视听平台、内容创作机构、优秀影视

主创、头部网络主播以及短视频创作者
等在内的2000多家业界机构500多位行
业代表、近万名嘉宾，将齐聚成都深度参
与会议。知名制片人、导演、编剧和优秀
演员等数百位嘉宾，也将通过演讲分享
的方式，为网络视听产业赋能。

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以“新征
程，再出发”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主论
坛、专题论坛、特别活动、发布大厅、云展
览以及网络视听（成都）映像周、嘉年华
等行业专业论坛及配套活动近106场，
聚焦行业发展前沿、研讨重点议题，并就
网络视听发展的新模式、新内容、新文
化、新业态、新格局，开展专业交流研讨。

其中，主论坛将深入交流“行业发展
与社会责任”和“高质量发展”；“视听+”

系列专题论坛围绕“短视频发展与青少
年健康成长”“新时代视听传播创新”“媒
体深度融合”“网络微短剧发展”等，分专
题、分领域深入研讨行业发展问题；由网
络视听及相关机构主办的专业论坛，则
围绕元宇宙数实融合、互联网电视产业
等主题，推动行业各方深入研讨、寻求合
作。

为了突出丰富性、市场性和群众参
与性，大会还打造了多个“首次”：首次设
立全民视听嘉年华内容板块，首次设立

“视听电竞快闪日”，首次举办“古风影视
剧IP互动体验日”，首次开展视听文创露
营活动等近40场群众性活动，以期吸引
广大市民广泛参与，促进视听消费升级，
助力经济发展。

大会还将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评出的2022年网络视听优秀节目，发
布“我们的幸福生活”短视频征集展示
活动优秀作品，启动“我们的新征程”
主题好视听作品征集展示活动等，进
一步树立网络视听精品化发展的鲜明
导向。2022“时代光影 百部川扬”网
络视听征集传播活动优秀作品发布盛
典、“中国四川大英网络视听与影视拍
摄基地”发布推介会等，也将在大会期
间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2022-2023中国网
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等重要研究成果，
也将在大会上发布，对行业现状和发展
趋势进行全面、深入研判，为业内外提供
重要参考。

3月24日上午10:00，“东坡大家讲”
将在眉山三苏祠开启。上海师范大学中
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贵教授，将作为
首期重磅主讲嘉宾开讲。他将以“跟着
苏轼游宋朝”为题，分享自己多年来对宋
代文学尤其是苏轼研究的深刻体悟。

23日下午，李贵教授乘坐的航班落
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对他做了专访。

李贵，1973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文
学博士、大阪大学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现
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
学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李贵1991年到
1998年在四川大学读完本科和硕士，在
四川度过了一段珍贵的人生时光。对于
成都、四川，他充满感情，“这里有我太多
美好的回忆。”

从地理角度去切入研究苏轼
很有收获，也很有意思

记者：关于苏轼的研究特别多，角度
也多元。我了解到您研究苏轼和宋代文
学有一个很新颖的角度——用文学、历
史和地理三结合的方法，以空间为重点
因素，讲述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苏
轼，是如何用自己伟大的作品塑造了宋
朝多个地方。尤其是您特别提到一对概
念“江山之助”和“文助江山”，以及伟大
的文学作品对现实世界可以进行一番

“文学制图”等等，让人耳目一新。您是
怎么想到这个研究角度的？

李贵：我前几年主持做了一个国家
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文学的文
化地理学研究”。这个课题是从空间和
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宋代文学。苏轼是宋
代文学的典型代表，所以这个课题肯定
会重点研究他。在实际研究中，我发现
从地理这个角度，去切入研究苏轼真的
很有收获，也很有意思。

那么，我为什么要从“文化地理学”
的角度来研究宋代文学呢？这跟世界
范围内出现一个大的人文学术——“空
间转向”有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大家研究文学、历史的角度，主要是从
时间转向了空间、地理。当然，以前大
家也会关注地理，但主要关注的是自然
地理，比如地球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
响；比如一些大的学者提出“地理环境
决定论”等。但是发生“空间转向”之

后，文化地理学兴起，学术研究更多关
注人类对于自然、地理的反向作用。人
类对环境的反作用，除了看得见的对自
然的改造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人类
的文化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影响和塑
造。按照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如果一个
地方还从来没有被书写或者记录，那这
个地方最多只能叫空间。只有被人书
写或者记录过的空间，才能叫地方。比
如说，我们现在提到一个地方，除了会
想到一些物质上的景点地标，还会自动
联想到关于此空间的文化书写。比如
想到巴黎，除了想到埃菲尔铁塔，还会
想到大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对
巴黎的文学书写。从空间到地方的改
变，来自在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杰出
华人学者段义孚，他是人文主义地理学
的奠基性学者。

苏轼文学书写对空间地理的影响
研究得不够，值得继续挖掘

记者：段义孚这种文化地理学是怎
么被您引入苏轼乃至宋代文学研究的？

李贵：段义孚所进行的文化地理学
研究，在欧美社会影响极大。而且，在他
的研究当中，有很多用中国传统文化做
材料的地方，比如中国的园林、题刻、碑
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中国文化在
西方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者。段
义孚这种观点启发了我。在我研究宋代
文学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关于“江山之
助”已成为一个人文常识。从《史记》开
始，就有这种观点了——你需要游历名

山大川，来激发心智、扩展眼界、激发灵
感，写出好的作品。这就叫“江山之
助”。用“江山之助”来研究苏轼，是非常
常见、通行的做法。他生长的家乡、他在
全国多个地方做官，山川地理对他的文
学有巨大的滋养作用。但是，关于苏轼
的文学书写对他所书写到的空间地理之
影响和塑造的认识，却还被研究得不够，
值得继续挖掘。对苏轼本人来说，他得
到了“江山之助”；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
苏轼做到了“文助江山”。

苏轼对家乡蜀地山水的书写
可以当成古代的纪录片

记者：在具体的研究当中，您有哪些
比较生动的收获，可以和我们分享？

李贵：就我的体会，我们对古代中国
的认知，很容易停留在纸上。比如说，宋
代的四川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时代并
没有纪录片留下来。实际上，像苏轼这
样的文学家，对苏轼的书写，也可以当成
古代的纪录片。

苏轼到别的地方看到别处的山水，
都要跟自己家乡对比一番，并写进诗词
文章里。他生动的文学描述极大地帮助
了我们对宋朝四川尤其是眉山的认识。
而且像苏轼这样的文学家，作品足够好，
作家的影响力足够大，他对一些地方的
书写是直接被引入地方志里的。这就相
当于载入史册了，文学作品被作为一种
信史的材料来采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深入探索杜甫与严武
阿来“杜甫成都诗”讲座
本周六迎来第十二讲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语杨）研

究杜甫，有个人一定会被关注到，就
是严武。他们二人的密切交往，自古
以来便是杜甫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从
史书到诗话、笔记小说，再到今人的
学术研究，多有记载和议论。3月25
日下午3点，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
上行文化主办的“杜甫 成都 诗”系列
讲座将迎来第十二讲，阿来将以“杜
甫与严武”为主题，深入讲解两人的
友谊与交往。封面新闻将对本场讲
座进行全程视频直播。

严武是唐朝名将，安史之乱后，
随唐玄宗入蜀。他与杜甫不仅是家
族世交，更同朝共事。尤其是严武两
次镇蜀时，与杜甫多有酬唱往来，严
武还亲自到杜甫草堂探访，并竭力向
上级推荐杜甫，两人情谊深厚，在蜀
地留下了不少美谈。

本期讲座，阿来选取了10首杜甫
与严武互相唱和的诗词，例如《奉济驿
重送严公四韵》一诗：“远送从此别，青
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
处，寂寞养残生。”这首诗是严武奉调入
京，杜甫随行送别途中写下，末两句感
人至深，潸然泪下。严武则有《巴岭答
杜二见忆》：“卧向巴山落月时，两乡千
里梦相思。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
最能诗。江头赤叶枫愁客，篱外黄花菊
对谁。跂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
悲。”前人曾以此二诗为证，肯定了杜甫
与严武之间的真切情谊。

不过自古以来，也有另一种观
点，认为严武一直想杀杜甫，两人虽
为好友，但严武却对杜甫动了杀心，
两人关系或许并没有大家想的那般
亲近。这不仅在笔记小说中有议论，
甚至在《新唐书》中也有相关记载。
两人之间关系究竟如何？敬请关注3
月25日“杜甫 成都 诗”的讲座现场。

自去年2月12日在阿来书房的首
场开讲至今，“杜甫成都诗”系列讲座
已进行了十一场。从阿来的叙述里，
我们看见以诗为史、首首哀歌如泣如
诉、镌刻人间疾苦的杜甫；看到用诗歌
表达和记录内心喜悦和希望的杜甫；
窥见以诗明志、次次推敲倾注心血、映
照胸襟气度的杜甫；目睹以诗抒情、声
声吟哦抑扬顿挫、诉说心中块垒的杜
甫……说不尽的老杜，聊不完的杜诗，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李贵教授（左）与恩师周裕锴教授合影。

“东坡大家讲”今日在三苏祠开启
首期主讲嘉宾李贵教授将分享苏轼的“江山之助”和“文助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