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岁末，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公布了2024年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
范“十佳案例”和“优秀案例”。眉山三苏
祠博物馆的“三苏文化大数据库(一期)”
成功入选“优秀案例”，标志着三苏文化
在数字化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我们文化单位的转型跟媒体是一样
的。从华西都市报到封面新闻，时代在
变，传播方式在变，但初心不变。三苏祠
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双向奔赴，共同
促进彼此把工作做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这是我们过去、现在、将
来共同的使命。”1月1日，《华西都市报》
创刊30周年暨封面传媒9周年之际，眉山
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如是说。

一个老读者眼里的华西报：
充满笑容与活力

1995年1月1日，中国第一张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创刊。彼时，陈仲文还在
眉山市仁寿县教育系统工作。

“我想那个时代的四川人，应该都看
过、买过《华西都市报》。”陈仲文说，《华
西都市报》一经面世，就受到广大群众的
欢迎，迅速成为媒体生力军。“《华西都市
报》充满笑容和活力，文风独特角度新
颖，总能抓住社会的热点、焦点和痛点，
很快就火了。”

2009年，陈仲文调任眉山市公安局
政治部主任，开始分管宣传工作。“过去
觉得《华西都市报》好看，开始和媒体打
交道后，发现它既好看又好用。”

“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候，单位有
什么安全、警务方面的信息，可以通过
《华西都市报》让更多老百姓知晓。老百

姓的很多民情民意，也可以通过《华西都
市报》进行反映。”陈仲文说，它就像一座
桥梁，让部门与群众间的联系更紧密。

一个守门人眼里的华西报：
一草一木皆成爆款

2012年，陈仲文调到三苏祠博物馆
担任馆长。到任不久，雅安芦山发生7.0
级地震，三苏祠也受到不小的波及。
2013年，三苏祠启动史上最大规模修缮。

这一修就是近3年。近3年里，三苏
祠从未被人遗忘，偶尔通过媒体报道的
消息，都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600岁兄弟银杏隐藏闹市》《揭秘三苏
祠考古三大新发现 古井青瓦荔枝树》
《呵呵的鼻祖竟是苏东坡》……这些报

道，陈仲文如数家珍。他说，通过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的报道，一只白蚁、一片
银杏、一颗荔枝、一句呵呵，都能成为全
川的话题，大门虽然暂时关闭，但三苏祠
与大家没有失去联系。

2017年4月18日，第三届全国优秀文
物保护利用工程终评揭晓。三苏祠灾后文
物抢救保护工程获得十佳。陈仲文既激动
又平静，“激动是因为近3年的努力得到认
可，平静是因为这都是沾了东坡先生的
光。东坡先生家里的一草一木，总能激起
大家的共鸣。在媒体的眼里，就是爆款。”

一个文博人眼里的华西报：
双向奔赴共担使命

最让陈仲文印象深刻的，是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对东坡丹荔的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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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祠内，快雨亭边，苏轼当
年手栽的荔枝树枯死后，其树根成为
三苏祠的镇馆之宝。为了纪念东坡，
2007年，三苏祠的工作人员又在原址
上重新种了一棵荔枝树。2017年，这
棵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有人甚至
愿意出价1万元购买10颗荔枝。当年7
月24日，在苏学专家、三苏祠工作人员
和游客的见证下，红红的荔枝被摘下
枝头，大家坐在一起，分享这一味甜甜
的乡愁。2019年，大批松鼠开始光顾
这株苏宅丹荔，“苏东坡家的荔枝松鼠
先尝”登上全国热搜。2024年7月4日，
来自广东惠州的嘉宾和眉山本地老百
姓一起，在三苏祠荔枝树下，吃得津津
有味。这些活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都参与策划并及时进行了报道。

“媒体擅长策划，对文化的传承、传
播有独特优势，对博物馆的很多工作可
以起到引领作用。同样，好的策划也可
以反过来推动媒体工作。”陈仲文说，“比
如2024年寿苏会，我们就联合《华西都
市报》一起策划，推出了‘唐宋八大家 眉
山来相聚’，得到多地响应。大家整合资
源、学习互鉴，共同扛起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大旗。”

陈仲文说，和《华西都市报》转型
升级，打造封面新闻一样，三苏祠也在
升级，不断丰满事业和产业的羽翼。

“三苏祠和《华西都市报》就像两个老
朋友，双向奔赴，共担使命；牵手同行，
一路前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 王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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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前，获得重庆大学建筑系硕士
学位的刘艺从山城重庆来到成都发
展。重庆与成都，一个魔幻、折叠，一个
松散、自然，他用“截然不同”来形容二
者的差异。

24年后的今天，从学生步入中年，刘
艺拥有了另一个身份：中国建筑西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在他的笔
下，诞生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三星堆博
物馆新馆、成都天府美术馆、成都当代艺
术馆等家喻户晓的设计作品。

走在路上，刘艺既是行人，也是观察
者。直至现在，他还保留着手写记录的
习惯。

“我喜欢笔在纸上的摩擦感，也喜欢
翻阅纸张的声音。刚来成都，我就开始
关注《华西都市报》了，最放松的时刻就
是打开报纸的时候。”在《华西都市报》创
刊30周年之际，刘艺讲述了他与《华西都
市报》的渊源，以及从业以来的点滴经
历。对他来说，《华西都市报》是他认识、
了解、融入成都的重要窗口。

我是从成都成长起来的设计师

初到成都，刘艺觉得一切都不太习
惯。在他的讲述里，重庆是一个魔幻的
城市，空间是压缩的，节奏是紧张的。来
到成都后，时间却仿佛慢了下来。“我的
一天变成了25个小时，这里松散、包容、
安逸、闲适，人与自然相融相生。”

此后的20多年里，成都开始慢慢改
变着刘艺。刚开始接触建筑设计时，他
还是刚毕业的学生，最关注的是建筑的
造型。后来，他明白了，建筑不仅仅像

“雕塑”，美观就行，还要容纳人的生活、
自然、城市的文化和历史。

这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刘艺开
始向这座城市汲取养分。“我是一个从成
都成长起来的设计师，这是我很自豪的
事。从青年到中年，有了更多生活阅历、
人生体验后，我希望把它们融入到设计

中，设计就会更有温度、内容，也更有故
事。这跟学生时期的设计不一样，那时
太青涩了。”

刘艺说：“城市改变了我，我也参与
到城市的改变中来。”这些年来，在他的
笔下，诞生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三星堆
博物馆新馆、成都天府美术馆、成都当代
艺术馆等家喻户晓的设计作品。

建筑是一门富有魅力的艺术，工作
多年后，刘艺这样理解这个行业。“建筑
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规律’，在未来，我希
望能用这门艺术去描述人们生活的地
方、描述人们的理想。我想要创造出更
好的空间，以此让建筑能更多为市民提
供情感记忆和未来想象。”

30年来，城市在变、媒体在变、人
也在变。说起对成都印象最深的、有
变化的地方，刘艺给出了答案——“宽
窄巷子”，“把历史街区变成文旅街区，
这很难，做得非常成功，既保存了街区
的文化基因，又融入了当代生活的时
尚感。”

刘艺透露，他主导设计的“宽窄二
期”已开工建设，预计两年完工。“我们想
通过恢复历史城墙的记忆，延续老宽窄
历史脉络与建筑特色，创造一个历史与
当代交融的城市作品。”

《华西都市报》就是四川人的“小红书”

刘艺是一个拥有文艺与怀旧情怀的

人，这一点，从他爱手写笔记可以看出。
他说：“我喜欢笔在纸上的摩擦感，绘草
图时，我会用纸、笔，记笔记时也如此，这
是我保留了很久的习惯。”

刘艺还是一个喜欢翻阅纸张的人。
刚来成都时，他最爱看《华西都市报》。

“以前在上班路上就会买一份。这是我
了解四川、了解成都的重要窗口，里面的
政经报道、体育赛事、社会新闻、文化散
文板块我都很关注。在那个没有互联网
的年代，我觉得它就类似四川人的‘小红
书’，不管大事小事，都爱买来翻一翻。
经过更新迭代，有了封面新闻以后，更是
成为了一双我看世界的眼睛。”

刘艺认为，从那时开始，《华西都
市报》就是一份思想领先、有活力、接
地气的报纸。如今，《华西都市报》迎
来创刊30周年，刘艺也从一个爱攒报
纸的青年人，成为了常刷封面新闻客
户端的中年人。

三十而立，这是一个特别且值得庆
祝的日子。“《华西都市报》是建立在本
土文化之上，有着强地域情感链接的媒
体。如今，在互联网发达、信息全球化
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这样的特色媒
体，聚焦四川人、成都人的故事，形成亚
文化社群，以此来维系传统的、同时建
立新兴的地域文化圈。面向未来，海纳
百川，我祝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越办
越好。”刘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刘艺 受访者供图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

三苏祠与华西报“双向奔赴”共担文化使命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总设计师刘艺：

华西都市报曾是我看世界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