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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转大雨
偏北风1-2级

阵雨转晴
偏北风1-2级

23-35 C 23-31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成都（17时）
AQI指数 67 空气质量：良

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2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1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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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满东坡乡愁的荔枝即将成熟

眉山三苏祠邀您品尝家的味道

游客参观三苏祠的东坡丹荔。受访者供图

“荔枝北移，东坡南迁。东坡先生
注定要和荔枝一生结缘。从西蜀到岭
南，荔枝是他的乡愁，更是他的乡味。”7
月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获悉，馆内唯一的

“东坡丹荔”今年丰收在即。
“这棵荔枝树，是东坡先生绵延千

年的乡愁。今年长得特别好，我们计划
7月4日开启采摘，邀请游客们免费品
尝，共享‘家’的味道。”三苏祠博物馆工
作人员介绍。

大有来头的东坡丹荔
挂满了中国人的乡愁

根据对东坡诗作的考证，公元
1068年，苏东坡在眉山老家为父亲守
孝三年后准备离乡，蔡子华等几位老乡
为他在院子里种了一株荔枝，希望荔枝
开花结果之时，他能荣归故里。

22年后，已经53岁的苏东坡在距
故乡千里之外的杭州任职，想起当年的
约定仍念念不忘，写下《寄蔡子华》：“故
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
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但令人遗憾的是，栽树一别，东
坡先生再也没回过家。而那株荔枝
也于上个世纪90年代衰死，900多年
的守望终没能唤回东坡先生的归
来。”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说，为
了延续这份等待，三苏祠工作人员将
枯死的树根挖起，打磨上漆就近陈
列，并在原址补种一株，因与苏东坡
的特殊渊源，这株新植的荔枝如今已
成网红树。

著名作家蒋蓝、著名词赋家何开
四都对东坡丹荔赞不绝口。“古人抒怀
时通常会用到一个具体的事物，而苏东
坡用了种在家里的荔枝树。”蒋蓝说，

“这首《寄蔡子华》，是苏东坡诗词中写
得非常直白的一首，但感情流畅。用一

种非常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故乡、
对亲人无法割舍的情感。”

“乡愁是一种圣洁的情怀，它代表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国人的家国情
怀。中国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
表现乡愁，苏东坡也书写了大量有关
乡愁的诗词歌赋。”何开四说，苏东坡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有关乡愁的诗
词歌赋，就是中国乡愁文化最基础、最
典型的代表。”

有家何处不心安
荔枝让生活有了“乡味”

据统计，苏东坡一生在黄州、惠州、
儋州写过关于荔枝的诗词20首，其中
在惠州写得最多。“宋朝的惠州还是蛮
貊之邦、瘴疠之地。苏东坡被贬惠州
时，年近六旬，北归无望。但一颗颗荔
枝让他的生活有了味道，有生活就有
家，有家何处不心安。”陈仲文说，“在东
坡先生心中，荔枝已不单单是一种水
果。从西蜀到岭南，荔枝是他的乡愁，
更是他的乡味。他的洒脱，对荔枝产生
了跨越千年的深远影响。也让三苏祠

这棵荔枝树，显得意义非凡。”
早在7年前，东坡丹荔首次大面

积挂果时，就陆续有来自广东、浙江、
湖北等地的苏氏后裔和苏学爱好者，
希望认购这批东坡丹荔。有人甚至出
价1000元一颗，三苏祠博物馆还专门
开会讨论。“我们觉得，这些荔枝最有
古意、最有诗意、最有深意，再高的价
格都不能体现它的价值。”馆方决定，
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角度，应让
更多人分享这份喜悦，让更多人尝到
乡愁的味道。

2017年以来，三苏祠已举办三场
品东坡丹荔的活动。三苏祠博物馆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东坡丹荔计划于
7月4日上午开摘。届时还将邀请东南
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李昕升，
带来“‘东坡荔枝记’——漫话荔枝古与
今”的讲座。惠州市博物馆、惠州市旅
游协会的嘉宾还会带着惠州的荔枝来
到眉山，与大家分享。大家可以通过三
苏祠博物馆发布的推文报名参加，免费
品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王越欣

馆藏文物变成卡牌

这场文创大赛端出创意盛宴

超级大乐透第24075期全国销售
271990488元。开奖号码：08、17、26、
28、32、01、10，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71注，
单注奖金179582元，追加22注，单注奖金
143665 元 。 三 等 奖 321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元。1018960254.67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4173 期 全 国 销 售
39887384元。开奖号码：658。直选全
国中奖18970（四川934）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 选 6 全 国 中 奖 68753（四 川
3049）注，单注奖金173元。57606935.4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4173 期 全 国 销 售
19671420元。开奖号码：65887。一等
奖142注，单注奖金10万元。12018023.4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4134期
全 国 销 售 35406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0113331011，全国中奖3（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4134期全国销售
1895268元。开奖号码：31113100，全国
中奖49（四川5）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4年8月30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陈列于博物馆展柜中的陶俑，如何
变成手中可以把玩的趣味摆件？定格
了汉代人生产生活场景的画像砖，其图
案为何能出现在解压魔方之上？仲夏
6月，锦江之畔的四川大学博物馆，一
场文创大赛，为观众们端上了一席创意
盛宴。

6月30日，“创想博物馆”文创大赛
决赛路演暨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四川大
学博物馆举行。该项赛事于今年3月
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博创意爱好
者，以四川大学博物馆的藏品资源与中
国西南地区风物民俗为元素，进行文创
产品的创作。大赛共吸引了国内外37
所高校参与，征集到1000余件作品。

决赛现场，主创团队展开了激烈的
创意角逐，经过严格初评与复评，24件
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卡牌桌游、裸眼3D……
古老文物变身趣味文创

在“文博热”不断升温的当下，博物
馆文创产品颇受追捧。据“5·18国际
博物馆日”发布的《2023年度四川省博
物馆事业发展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
全省博物馆文创收入近2.37亿元，较
2022年度上涨超150%。

四川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为文化
从业者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创意源泉。

肇端于1914年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珍
藏了百万件动植物标本，8万余件、32
个门类的历史文物。

“我们选取川大博物馆中的文物陶
俑，作为设计灵感的出发点。又融入了
四川大学的代表性建筑，以及四川方言
这一极具地域特色的元素，设计出了一
系列的卡通人物形象，制作出了抱枕、
组装立牌、笔筒、钥匙扣等多件文创作
品……”现场，入围决赛的24件作品主
创先后登台，介绍灵感来源、设计过程
以及产品形式等。不少新奇有趣的产
品，引得现场观众惊叹连连。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设置了适
合高校的方案设计赛道、适合文化公司
的产品赛道，还有适合非遗技艺和传统
生产企业的孵化赛道。参赛者们带来
的作品，也不局限于传统的实体文创产
品形式，更有新媒体艺术作品、数字化
文创设计、裸眼3D等新颖的文创展现
方式。

经过激烈角逐，四川大学博物馆
“不可思议”卡牌获得了文创方案设计
赛道的金奖。该产品将唐代龙兴寺菩
萨立像、清代景德镇窑青花象棋等四川
大学博物馆多件馆藏珍品，设计成为趣
味卡牌图案，并通过桌游这一年轻人喜
爱的社交方式，让各位玩家可以在游戏
中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集结100余件（套）优秀作品
进行为期三个月展览

“我觉得好的文创，一定要具备三个
要素：第一是文化，第二是审美，第三是
市场。”决赛现场，大赛评委之一，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红
卫谈到了自己对文创的理解。在他看
来，大赛以四川大学博物馆的藏品资源
为创作元素，就应当突出这座百年博物
馆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核心DNA是
什么？这是需要参赛选手把握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羌织绣代
表性传承人杨华珍是大赛评委之一，她
谈到了文创产品的现实境遇：“这些文物
来自数百至数千年前，代表了不同的历
史时代。而我们的文创也需要代表当今
时代。所以在设计上，不仅要有文化底
蕴，要展现地域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实
用性要强。”她认为，作为产品就应当考
虑市场因素，让它们能够卖得出去。

当天，“创想博物馆”文创大赛刚落
下帷幕，“创想博物馆”优秀作品展随即
登场。主办方将大赛100余件（套）优秀
作品再次创作，在川大博物馆的公共空
间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展览。主办方希
望，通过展览碰撞出新的灵感，实现资源
的链接，从而推动从方案到产品的转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