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巴蜀男儿汉》《我爱你中
国》……近日，一场音乐演奏会在川渝两
地同时举行，一首首经典曲目在四川阿坝
达古冰川景区唱响，而为其伴奏的音乐家
却身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奉节“三峡之巅”
景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加演出。

这场互动表演不仅让观众“穿越时
空”，沉浸于两地的音乐和美景之中，也
见证着重庆、四川携手推进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

川渝两地多姿多彩的旅游资源一直
广受游客青睐。但过去两地文化旅游联
动不足，发展潜力未能充分释放。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
推进，去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联合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
民政府出台《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
划》，携手拓展文旅市场，合力培育文旅
新业态，共同开展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加
快打造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

进入暑期，来自福建的游客熊斌和
亲友们走进四川乐山大佛、重庆武隆天
生三桥等景区，近距离感受川渝文化和
自然遗产之美后，直呼“安逸”“巴适”。

世界自然遗产主题游、长江上游黄
金水道主题游、民族风情主题游……近
年来，川渝将一大批知名景点串珠成线，
联合发布主题精品线路70余条，吸引了

大量外地游客。
都市体验游、生态康养游等新业态

近几年逐渐兴起，川渝两地依托活力都
市、魅力山水等特色资源优势，通过业态
共创、项目共建、品牌共推、客源互送等
机制，共同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业态。

重庆洪崖洞、成都宽窄巷子作为川
渝两地都市游的地标景点，一起组成“宽
洪大量”文旅组合，在市场营销、产品互
推、游客导流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今
年“五一”假期，两景区携手推出数字徽
章送祝福活动，采用交互数字藏品引领

游客沉浸式享受都市旅游。
“只需出示预约二维码和身份证，便

能畅行四川西岭雪山、四姑娘山几大景
区。这次川西之旅光景区门票就节省不
少。”重庆市某企业职工张成玉说。

这一良好出游体验，得益于川渝两
地整合景区景点、演出项目、文博场馆等
文旅资源，推出的“百万职工游巴蜀”旅
游年票活动。截至6月底，已带动近90万
人次出游，累计拉动消费9亿元以上。

盛夏时节，重庆大足石刻文创园内，
清脆的凿石声此起彼伏，国家级非遗项

目“安岳石刻”的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高万
里正带领工匠们对着初具雏形的石刻造
像精心雕琢。展厅内，一件件精美石刻
艺术品令人流连忘返。

川渝两省市历史文化遗产丰富，文
物古迹众多。随着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推
进，两地围绕文物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重点领
域全面开展合作。

川渝石窟寺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
其中不乏大足石刻、安岳石窟等精品遗
存。2022年6月，两省市共同成立川渝石
窟保护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和科技创
新基地。今年以来，大足石刻研究院与
安岳石窟研究院联合组建团队，对部分
处于濒危状态的安岳千佛寨摩崖造像开
展考古调查研究和数字化保护。

川渝两省市还在优秀传统文化共同
传承创新上持续发力：合作编制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川渝段
规划和建设方案；60余家文博单位组成
川渝博物馆联盟；成立川渝非遗保护联
盟，联合开展线上线下活动近百场。

“随着共建共享理念、机制、措施不
断深化和落地，巴蜀文旅走廊正向着‘具
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级休闲
旅游胜地’加快迈进。”重庆市文旅委主
任冉华章说。 （新华社重庆7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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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蜀水竞风流
——巴蜀文旅走廊建设观察

“又听见了杜鹃的声音：悠长，遥
远，宁静。 1994年5月，我坐在窗前，面
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
听见了从林子里传来的杜鹃的啼鸣
声。那时，身后的音响低低回荡着的是
贝多芬《春天》与莫扎特《鳟鱼》优美的
旋律……”

这是阿来在茅奖领奖台上的获奖致
辞《随风远走》里的片段。7月15日晚7点
半，随着主持人周东的深情朗诵，阿来茅
奖作品改编话剧《尘埃落定》启幕仪式在
阿来书房拉开大幕。现场正式对外宣
布，话剧版《尘埃落定》将于2023年9月15
日至17日首登成都舞台，在高新中演大
剧院与成都观众朋友们见面。

曾在北京首演成功
四川人艺版《尘埃落定》首次回到家乡

2021年3月，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版话
剧《尘埃落定》曾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
演，深受好评。本次在成都演出，也是该
话剧首次回到这个作品诞生的家乡。

活动现场，阿来回顾了小说《尘埃落
定》二十多年来散发出的生命力，并与周
东对谈话剧《尘埃落定》文学与戏剧的碰
撞，其中涉及艺术体裁的转换、故乡与文
学等话题。现场还连麦了浙江文艺出版
社常务副社长兼上海分社社长、出版人
曹元勇，他在镜头对面分享了《尘埃落
定》过去几十年出版历程的一些细节。
话剧《尘埃落定》出品人、四川人民艺术
剧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鸿亮上台分享
了这次四川人艺版《尘埃落定》创作的背
后故事。虽然《尘埃落定》此前已经被多
次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包括话剧形式，
但罗鸿亮对这次四川人艺改编、演绎的
话剧版本依然充满自信，因为这部小说
的艺术能量丰富，挖掘不尽。

话剧《尘埃落定》卓玛的扮演者、演
员冯轶上台分享了幕后故事，还演唱了

剧中的一段歌谣，得到现场观众的鼓掌
喝彩。冯轶说当自己听说话剧《尘埃落
定》选演员的消息时，感到非常兴奋：“我
说我一定要参加，第一时间去参加选
角。我对《尘埃落定》这个作品非常熟
悉，也非常热爱。当时报名也没有抱特
别大的期望，因为竞争特别特别激烈。
当我最终有机会主演卓玛的时候，真的
是特别欣喜。”

《尘埃落定》已成经典IP链条
从纸质书畅销到多种艺术形式改编

20多年前的春天，大地复苏，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喷薄欲出。也是在这个春
天，阿来开始孕育他的《尘埃落定》，并在

接下来的8个月，完成了这一新生命的诞
生。阿来走遍了四川阿坝州几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翻阅了18位土司50余万字的
家族史，写下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成为
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尘埃
落定》也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入选

“新中国70年70部小说典藏”。《尘埃落
定》出版二十多年来，以独特的叙述视
角、诗性的语言、宏大的历史视野获得了
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成为当代文坛长
销不衰的经典。出版二十多年，《尘埃落
定》累计销量已达数百万册，多次再版。
这部作品也不断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
式，比如舞剧、川剧、电视剧等，散发更广
泛的魅力。

在本次分享中，阿来回顾了《尘埃落
定》作品名字的缘由，“尘埃落定”的内
涵，这部小说故事剧情的历史背景，以及
当时创作过程中的心路细节。阿来的话
题还延伸到他对当下青年创作生态的一
些观察、观点，以及对“故乡”这个概念的
看法。阿来特别提到，一些人对“故乡”
这个概念有过多的田园牧歌的幻想，并
没有真诚面对“故乡”真实：“我们当然会
热爱自己的故乡，但故乡也不是十全十
美的。它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正视，并有
责任帮助它提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荀超

四川人艺版话剧《尘埃落定》剧照。

启幕仪式上，阿来（右）与周东对谈。

6月9日，游客在重庆市奉节县“三峡之巅”景区游览。新华社发

让经典走得更远！

四川人艺话剧版《尘埃落定》9月首登成都舞台
2023成都双年展启幕

汇聚全球400余件艺术作
品，还有成都大运会“艺术套餐”

来自22个国家及地区的235
位艺术家，476件全类别艺术作品，
徐冰、周春芽、大卫·霍克尼等海内
外顶尖艺术家参展，24个平行展遍
布全城……7月16日，“时间引力
——2023成都双年展”在成都市
美术馆启幕，为期四个月的超长展
期将于17日面向公众开放。随着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即
将在蓉举办，这场艺术盛会也将为
全球青年运动健儿献上一道“艺术
套餐”。

据介绍，本次双年展设24个
平行展遍布成都全城，结合成都大
运会的背景，展出一批优秀青年艺
术家的作品，让青春之美、运动之
美遇见艺术之美、创意之美。总
策展人王绍强介绍，本次展览分
为瞬间永恒、未来考古、凝视之
思、空间感知、瞻星成梦、存在遥
望、大地回声、心之所向、星链计
划共9大板块。

“成都大运会是竞技舞台，也
是文化交流的舞台，成都双年展作
为重要的国际性城市艺术项目，
在促进文化交流、引领艺术思潮、
树立城市文化价值标杆方面都有
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作用。”王绍
强说。

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肖飞舸
说，成都市美术馆及该馆所在的天
府艺术公园，作为成都大运会期间
文化展示交流点位和城市文化体
验观光线路之一，也将为来蓉参加
大运会的运动员提供优质的文化
艺术体验。

在成都双年展举行期间，还将
举办超百场公共美育活动，深入多
个成都大运会场馆和社区，丰富城
市文旅消费体验。

综合新华社、四川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