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唐代诗人
李白流传千古的《蜀道难》，是很多人关
于蜀道的最初印象。而在今天，蜀道文
化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并提供给未
来以新的思考。7月9日14点30分，中
国先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
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将登上名人
大讲堂，在西华师范大学带来一场主题
为“蜀道文化的内涵及源流 ”的讲座，带
着“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
去”三个问题，为大家讲述何为蜀道文
化，探讨蜀道文化源流并阐释蜀道文化
的传承发展。

宫长为，吉林省永吉县人，就读于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吉林大学古籍研
究所，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
位。1996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
工作。长期从事先秦史、简帛学和国学
研究。

宫长为认为，蜀道文化以古蜀文明
为根基，以蜀道为载体，展现了中华优秀
文化和传统文化，用“一条古蜀道、半部
华夏史”形容非常适当。

蜀道文化，如何能讲得引人入胜，于

听者带去思考和收获？宫长为提到冯友
兰先生讲中国哲学时，提出“照着讲”，还
是“接着讲”的问题。“照着讲”有继承的
内涵，“接着讲”有创新的理念。宫长为
表示，讨论蜀道文化的内涵及源流 ，既
是“照着讲”，也是“接着讲”，概言之叫做

“中和讲”，也即“综合讲”，引用《礼记·中

庸》篇的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
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历经40多年的学术生涯，宫长为认
为，自己不仅是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者，
更是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者。
本次讲座中，他将带来关于蜀道文化传

承发展的阐释，值得聆听。
本期名人大讲堂讲座将通过封面新

闻APP、封面新闻微博等多个平台进行
现场直播。对蜀道文化感兴趣的观众，
也可以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聆听讲座。

名人大讲堂由四川省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协调组主办，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西
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承办。讲座致
力于打造一个面向大众、深入人心的知
识讲坛，力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
及传承的品牌活动，并努力探索构建符
合当前时代需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体系。

自2022年开始，名人大讲堂首次设
置“主题季”，分门别类地围绕四川历史
名人和传统文化优势资源，邀请国内有
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生动阐释蕴含其
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
传统美德、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及当代
价值，鲜活展示中华文化巴蜀因子的
独特魅力。

2024年名人大讲堂全新起航后，共
分“蜀道文化季”“古蜀文明季”“三国文
化季”三大主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

“我今天100岁了，向大家问好。我
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朋友喜欢诗
词，谢谢大家！诗词与我天生性情相
近，给了我很多鼓励。我没有想到，会
有这么多人喜欢中国诗词，并且愿意参
加诗教活动。我要说：我像一个蚕，‘不
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
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祝
大家学习诗词快乐。”2024年7月6日，甲
辰小暑，时值农历六月初一，享誉海内外
的诗词教育大家叶嘉莹先生迎来百岁生
日。在当晚于南开大学迦陵学舍举行的
一场名为“诗话人生”的线上直播活动
中，叶嘉莹出现在镜头中，表达了自己的
百岁生日心声。

名人共话“诗话人生”

“诗话人生”线上直播活动，从当晚
7点持续到10点40分，直播活动的多个
环节由叶嘉莹助手、南开大学文学院教
授、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
长张静主持、串联。叶嘉莹的多位亲授
弟子，文化界、教育界多位知名人士，从
十多岁到九十多岁，各年龄段的嘉宾依
次出席，他们以古诗词吟诵、戏曲表演、
吉他弹唱等多种方式，分享各自与诗词
的渊源，从诗词那里获得的启发和力
量，称得上是一次对古典文化的深情回
望，也是一场跨越年龄、地域与时代的

诗的对话。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

于彼朝阳。”12岁的毛静一、13岁的戴
睿传承诗文吟诵之道；“桐花万里丹山
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叶先生最年轻弟

子张元昕、张元明姐妹，专程从美国赶
来参加这次直播活动，分享各自学习诗
词的感受，以及她们在叶嘉莹身边学习
所得到的营养，不光是做学问，还有做
人的品格。明年即将在美国博士毕业
的姐妹俩说，即将走上社会，将会把从
叶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传承给自己的
学生，以及其他更多的人。自媒体创作
者“意公子”作了一段关于古典文化的
演讲。

曾出演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昆剧
演员、梅花奖得主俞玖林则带来一段昆
曲表演，并分享了关于传统戏曲的现代
传承的心得。“摇滚博导”、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研究员陈涌海则自弹自唱了
一段摇滚版的《将进酒》，让人眼前一
亮。主持人白岩松与南开大学党委常务
副书记杨克欣在对谈中，分享各自的人
生与诗词的相遇，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则
朗诵了一段苏东坡的诗词。浙商总会顾
问郑宇民，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
依次分享了诗词中的生活智慧与时代感
悟。除此之外，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著
名作家王蒙、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西
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作家白先勇等还通
过音频、视频的方式，表达对叶先生百岁
寿辰的美好祝愿。

值得一提的是，直播过程中，画面还
切到天津电视塔的塔身光影柱上，上面

打出了“叶嘉莹先生一百岁了”“百岁大
先生，青春叶嘉莹”等字样。

网友感叹受益良多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机械工
程系教授、流体密封工程技术专家王玉
明，在直播中分享自己学习诗词的经验、
感受，以及自己从叶先生那里拜师学诗
词的经过。对此，网友留言说：“叶先生
的徒弟都是院士了！”

本次直播活动由南开大学文学院联
合抖音、央视频举办，封面新闻的抖音
账号也受邀共创，参与此次直播活动。
3个多小时的直播，共计281.6万人在线
观看。对于众多嘉宾分享自己人生与
诗词的故事，网友们纷纷留言评论：“分
享得真好，深受感动！”“叶先生100岁
生日快乐！”“有幸刷到这样的直播，受
益良多！这样的诗词活动应该多多在
网上举办！”

诗词以及诗教传承，是叶嘉莹先生
坚守一生的事业，也是她至今仍在心心
念念的愿望：把古人诗词里面，那些美好
的理性、感情，传给年轻人。当诗词遇见
网络直播，诗词感发的力量与媒介穿透
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相信一定会在很多
年轻人心中种下美好的文化种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孙沁怡

叶嘉莹迎百岁生日 祝福大家“学习诗词快乐”

蜀道文化源流在哪？如何传承？
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明日做客名人大讲堂深入探讨蜀道文化

叶嘉莹先生百岁生日参加直播活动。
视频截图

7月9日14点30分，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宫长为将带来“蜀道文化的内涵及源流 ”的讲座。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7月6日，
记者从蜀道集团获悉，G5京昆高速公路
广元至绵阳段扩容项目（以下简称“广绵
扩容项目”）全线最长隧道、重难点控制
性工程之一——宋家山隧道双幅贯通，
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预计2026年
建成通车。

宋家山隧道位于广元市剑阁县
柳沟镇境内，左线全长3730米，右线

全长3680米，为双洞双向分离式特长
隧道。

据隧道设计方四川省公路设计院介
绍，隧道选址尽量避开了生态敏感脆弱
区，最大限度保护西河湿地、翠云廊古柏
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施工
中采用纵向微雾系统有效控制粉尘浓
度，明显改善隧道施工环境，系川内在建
高速首次应用。

广绵扩容项目由蜀道集团川高公司
主导投资、四川路桥交建集团负责承
建。项目起于广元市周家河（兰海国家
高速公路黑水塘枢纽互通立交南），接在
建的G5京昆高速汉中至广元段扩容项
目，止于绵阳市魏城镇东南侧，全长
123.984公里，桥隧比54.6%，双向6车
道，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

截至目前，广绵扩容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154.88亿元，占概算总投资
291.91亿元的53.06%，预计2026年建
成通车。

建成后，成都至广元至陕西的北上
出川高速公路将大幅扩容，既有交通压
力将大为缓解，将进一步为人民群众出
行提供安全、舒适、高效、可持续的运输
服务，推动项目沿线区域社会、文化、旅
游相互融合发展。

广绵扩容项目最长隧道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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