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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转中雨
偏北风1-2级

多云
偏北风1-2级

23-28 C 24-31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成都（17时）
AQI指数 19 空气质量：优

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3—63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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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9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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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 彩 第 24078 期 全 国 销 售
15488110元。开奖号码：934913+11，一
等奖0注；二等奖6注，单注奖金82330
元；三等奖17注，单注奖金3000元。
301454763.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4181 期 全 国 销 售
40618444元。开奖号码：323。直选全
国中奖12622（四川678）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11389（四川700）
注，单注奖金346元。58565531.35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4181 期 全 国 销 售
19748052元。开奖号码：32395。一等
奖 106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16910225.3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4年9月9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蜀道沿线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
资源丰富，背后是生动的历史与文
化。7月 9日下午，中国先秦史学会
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宫长为来到南充，在西华师范
大学带来“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
第三场讲座，题为《蜀道文化的内涵
及源流——蜀道文化三问》。他认
为,蜀道“三问”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
文明的研究。

南充蜀道，让曹操望蜀兴叹，让“诗
圣”魂牵梦绕。古蜀道历史悠久，是保
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之
一。南充阆中自古即为入蜀交通要道，
米仓道、阆剑道、东川道、利阆道、嘉陵
江水道在此交会。

讲座结束后，来自西华师范大学的
四位青年传习志愿者现场向宫长为请
教了相关问题。

“蜀道作为连接川陕两地的文化通
道，它对南充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位青
年传习志愿者，是来自西华师范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李
馨怡。

“南充在蜀道文化中占有重要位
置。”宫长为答道。他认为西华师范大
学开设的关于蜀道的特色学科，让南充
研究蜀道文化的氛围浓郁，“我想南充
的蜀道文化研究应该走在前列，因为米
仓道在蜀道主干道上，南充在今天的蜀
道上地理位置特殊。”

第二位青年传习志愿者胡光明，是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研二学生，他向
宫老师提问：“请问蜀道和秦直道有什
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区别？”

“秦直道和蜀道都是道，但两个道
不一样，秦直道保家卫国，军事用途更
强一些，蜀道是文化交流通道，它俩‘性

质’不同。”宫长为说，“现在，秦直道还
保留着。之前我的老师去内蒙古草原，
看到的是一条很长的直道。”关于二者
的相同之处，宫长为认为，秦直道是秦
统一中国的重要通道，它和蜀道同样具
有军事战略意义。

来自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的研一学生周芷如关心蜀道的影响力，
她的问题是：“蜀道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对现代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或者文
化传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蜀道顺天应人，这个道不是我们
要修的路，它本来自然就有一条路，这
条路是自然形成的叫‘顺天’，‘应人’
是为了顺应人类发展。敢问路在何
方？路在脚下！”宫长为感慨，“道都是
人走出来的，蜀道也是逐渐发展起来
的，蜀道体现生态文明，人类与自然和
谐共生,顺天应人是蜀道文化核心价
值。”宫长为认为，这个核心价值不仅

体现在时代精神上，也体现在中国人
的精神上。

宫长为说，蜀道精神、巴蜀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第四位青年传习志愿者是西华师范
大学教育学院的研一学生梁周，他提问：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有效挖掘蜀道文化，
讲好蜀道故事，并扩大其影响力，从而更
好地传承和弘扬蜀道文化呢？”

宫长为说，南充需要拿出自己的蜀
道研究模式。“怎么转化创新发展，首先
要对文化本身有很好的理解和认识。”
他认为，在加深学理认识的同时,要发
挥好高校优势，“比如西华师范大学，蜀
道文化基地建在这里，是个很好的平
台。”最后，他强调蜀道研究要充分发挥
科技引领的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摄影 雷远东

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军（右）为宫长为送上感谢函。

“顺天应人是蜀道文化核心价值”
宫长为对话青年传习志愿者

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第三讲

“蜀道文化，以古蜀文明为根基，以
蜀道为载体，所展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集中体现顺天应人和谐共生之理
念。”7月9日下午，名人大讲堂“蜀道文
化季”第三讲在西华师范大学开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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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我是
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三个
问题，为现场及线上观众讲述何为蜀道
文化，探讨蜀道文化源流并阐释蜀道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

“这场讲座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且学术味道十分浓厚。”西华师范大
学副校长李军认为，宫老师从历史考
古学和文献的角度来讲述蜀道，包括
蜀道的源流以及蜀道的传承技术，有
很多详实的数据资料。李军认为，由
于时间问题，有些内容没有延展更多，

“但我觉得依然能给大家提供进一步
思考的空间。”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蜀道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蔡东洲当天也来到了
现场，“宫老师的讲座，既有政治理论高
度，又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而且把蜀道
与古蜀文明拿到一起来考察，把主题纳

入了中华文明这个范畴。”
蔡东洲表示，宫长为偏重于理论和

方法的指导，所以对青年学生来讲也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宫长为演讲时，
台下观众认真聆听、认真记录。西华
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田国华表示，
听了宫长为的讲座，再次看到了蜀道
文化研究的光明前景。“在宫老师的讲
解下，我对蜀道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具
体表现、蜀道文化的源流有了清晰的
认识，对蜀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有
了新的认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一理

现场特写

7月9日下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
员宫长为在西华师范大学带来“名人大
讲堂”之“蜀道文化季”第三场讲座。

讲座中，宫长为说，所谓的蜀道，主
要指先秦、汉唐乃至明清时期，从长安
翻越秦岭、大巴山，经过汉中盆地通往
成都平原的一系列川陕道路，分布格局
为“北五南三”。而关于蜀道文化的内

涵，宫长为将其解读为：蜀道文化起源
于古蜀文明，延续至明清时期，通古贯
今，鉴古知今，集中体现顺天应人和谐
共生之理念。

关于蜀道文化的发展，宫长为给出
三点建议，首先是文化的传承；其次是
学术下沉，继续探索古蜀文明奥秘，推
进蜀道文化研究；最后则是以文旅融合
的思路，将古蜀文明、蜀道文化相结合，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培育文
化科技新质生产力。

直播数据显示，本期讲座全网观看

量共130.5万人次。其中，封面新闻客
户端观看量达113万人次，封面新闻微
博、封面新闻视频微博、百家号、视频号
共计9.5万人次，川观新闻、四川发布、
四川观察平台观看量共计8万人次。

自2018年11月举办首期讲座以
来，名人大讲堂已成功举办56场，先后
邀请李敬泽、阿来、郦波、祝勇、莫砺锋、
周裕锴等全国多学科专家，围绕20位
四川历史名人及巴蜀特色文化开讲，全
网累计逾8787万人次观看直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直播互动

观众点赞：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广阔的视野

超130万人次线上聆听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