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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24年5月《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第
壹辑出版之后，在“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
型人文融媒报道进程过半之际，由四川日报
全媒体策划采写的《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第
贰辑，日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次出版的第贰辑图书是“文化传承发
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系列第21期至
第40期报道的合集，收录了高星、廖昌永、吴
志华、叶小钢、吴志良、田青、王炳林、孙小淳、
龚良、冯双白、王其亨、杜泽逊、聂卫平、孙郁、
沈铁梅、王亚民、刘正成、李心草、黄会林、刘
魁立等20位名家大咖的专访报道，为读者呈
现了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第贰辑延续了第
壹辑的深度与广度，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在
第壹辑涉猎考古、文博、文学、哲学等领域的
基础上，第贰辑拓展了音乐、绘画、书法、建筑
等领域，20位专家学者从各自深耕的领域出
发，分享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现代文
化创新的独特见解，以及对未来文化发展的
美好展望，从传统到现代，从本土到全球，多
维度、多视角地展现了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
意义和实践路径，通过众多生动的案例和深
入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视角和
思路。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两辑图书的出
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专家指出，将采
访报道集纳成书，是一次跨界探索，实现了
媒体与出版的有机结合。采访报道原本主要
通过媒体渠道传播，而集纳成书后，其传播
的深度和持久性得以大大增强。书籍可以被
更多人反复阅读、深入研究，突破了媒体报
道的时效性限制，为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更
丰富的呈现形式。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将持续100期，
随着报道的陆续推出，最终将出版 5 辑图
书。通过这5本书100位专家学者的访谈，不
同的观点相互碰撞、交融，必将激发人们对于
文化传承发展的深入思考。无论是学术界、
文化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
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交流，共同推动文化事业
的进步。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
第贰辑出版

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访谈过半——

大咖齐聚共话文化传承发展，传播量超3.6亿次
□栾静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

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023年9月

15日，四川日报全媒体策划推出了“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计划用两年

时间采访100位顶尖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家和文化传承发展相关机构负责人。

截至2024年9月24日，“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专栏已推出52期专家学者访谈，融媒报

道总传播量超3.6亿次，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激发了大众积极参与文化传承的热情。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在时代的浪潮中，文化传承发
展如同一座明亮的灯塔，指引着我们
前进的方向。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为我们在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
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
指南。

扎根文化大省四川的沃土，四川日
报全媒体努力做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潜
心挖掘者、创新表达者、现代传播者。
以实践者所思所行、所感所悟，书写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保护传承，尤
其是记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大格局”，是新时代主流媒体的责任和
担当。

在此背景下，四川日报全媒体于去
年 9 月 15 日精心策划推出了“文化传
承发展百人谈”这一大型人文融媒报
道，组织多名记者奔赴全国各地，计
划用两年时间采访 100 位顶尖专家学
者、文学艺术家和文化传承发展相关
机构负责人。

这组报道以“八个结合”为工作思
路，即视频和文图结合、报道和出版结
合、国内和国际结合、访谈和座谈结
合、线上和线下结合、历史和现实结
合、叙事和思想结合、老中青三代结合
来选择采访对象、开展传播。

报道每周一期，以文、图、视频、
报纸连版方式呈现，在 《四川日报》、
川观新闻、“学习强国”、抖音、微博、
微信以及推特、脸书、油管等国内外平
台上分发传播，通过采访国内哲学、社
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博学、语言

文学、艺术学、建筑学等领域的100位
顶尖专家学者，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从业实践和精神热
能中管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
生动缩影。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
融媒报道，体现了四川日报全媒体的策
划意识、精品意识和融合意识。这一精
心策划，彰显出四川日报全媒体作为主
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了四川日报
全媒体的专业与用心。从选题的确定到
嘉宾的邀请，从访谈的设置到传播的渠
道，每一个环节都经过深思熟虑、反复
斟酌。这一策划紧扣时代脉搏，聚焦文
化传承发展这一重大主题，回应了社会
的关切与需求。通过深入挖掘文化的内
涵与价值，展现文化在不同领域的生动
实践，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搭建了广阔
的平台。

精心策划 担当主流媒体责任使命

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不仅仅在于
传递信息，更在于引导社会舆论、塑造
社会共识。

“汇百位智者，深度对话畅谈文化
传承创新，为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以百人视角，洞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奥
秘，解锁中华文化的精神密码”，这是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这一大型人文
融媒报道的初衷和目标。

一年来，“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
以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已经专访了 50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

一次次访谈，带来的是一场场文
化盛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
家、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为
我们讲述中华文明起源，展现中华文
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和独特魅力；新中
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引领更多人
走近唐诗宋词，领略传统文化之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
研究所所长邢广程，讲述如何为深入
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贡献边
疆学力量；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
馆长吴为山，讲述如何用体现中国精
神的优秀雕塑讲好中国故事；故宫博
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讲述如何让文化
遗产资源有尊严地活起来、传下去，
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
个 600 年；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
宽，讲述如何透过古文字了解中华文
明的过去及走向。

还有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
学馆馆长李敬泽，著名指挥家、音乐社
会活动家郑小瑛，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
院长王亚民，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

著名围棋职业棋手聂卫平，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澳门文化界联合
总会会长吴志良等，他们有的是四川文
化的研究者和传承者，有的是文化产业
的开拓者和创新者，有的是文化事业的
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们以深厚的学识、
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视角，为文化传承
发展贡献了宝贵的智慧，为我们打开了
一扇扇了解文化、认识文化、传承文化
的窗户。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与执着，看到了文化创新的
活力与希望。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心灵
的触动，每一个故事都是文化传承的生
动写照。也正因为有他们的加入，让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具有专业性和
权威性，成为一个汇聚智慧、激发创
新、推动进步的重要平台。

精粹呈现 汇聚专家大咖思想之光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这场汇
聚了众多专家大咖的盛会，自启动以
来便在文化领域持续引发强烈反响。

截至2024年9月24日，“文化传
承发展百人谈”采访嘉宾 52 位，进
度过半。系列报道总传播量超3.6亿
次，系列访谈短视频在海内外多个平
台同步分发并引发广泛关注。其中，
四川日报官方微博主持话题#文化传
承发展百人谈#，阅读量超 1.3 亿
次，相关话题#一字一句见中华文化
基因##专家学者教你这样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30句话发现传统文化
更多打开方式#等阅读量均破千万，
展现出网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
度关注与浓厚兴趣。

2024年6月6日，四川日报全媒
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报道座谈
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来自
文化、学术、传媒等领域的 80 余位
专家学者出席。与会嘉宾认为，四川
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
大型人文融媒报道的每篇文章都是对
文化传承发展名家思想的采撷和呈
现，不仅展示“以文化人”的精神内
涵，更是奏响砥砺前行的铿锵足音；
既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
丰厚充沛的人文滋养，又是一个个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缩
影。嘉宾们在充分认可“文化传承发
展百人谈”这一融媒报道的同时，也
提出了建议和未来的努力方向。

持炬火以汇聚万千气象，知来路
以成就锦绣前程。文化传承发展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文化传承发展百人
谈”的精彩也将继续。

传承不止，是文化人的信念与使
命。四川日报全媒体将继续担当起文
化传承的重任，继续携手更多专家学
者，通过“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这
一平台，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宝
藏，展现更加多元的文化风貌，一起
见证更多文化传承的精彩瞬间和辉煌
时刻。

后程发力，是媒体人的目标与执
着。四川日报全媒体将以更严谨的态
度、更高的标准，不断提升访谈质
量，不断提升影响力，让“文化传承
发展百人谈”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
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吸引更多的人关
注文化传承，为营造更加浓厚的文化
传承氛围、推动文化传承发展贡献媒
体的一份力量。

文脉传承，弦歌不辍。新的征
程，蓄势待发。

精彩继续
营造文化传承浓厚氛围

●汇百位智者，深度对话畅谈文化传承创新，为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以百人视角，洞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奥秘，解锁中华文化的精神密码

扫描二维码进入川
观新闻“文化传承发展
百人谈”专题，看更多精
彩内容和访谈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