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韩毅

新年伊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印发通知，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
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重庆，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内陆山水城市，人文璀璨，风姿绰约，灵气
十足。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的13
个省区市之一，重庆如何在做大做强这一中华
文化重要标志中脱颖而出？

近日，重庆日报策划推出了“文化长江巴
渝风”栏目，从诗歌、美术、非遗、古城、古建、音
乐、美食等多个方面，钩沉稽古，发微抉隐，回
溯来处、讲述传承、探究明天。在这一系列采
访中，本报记者专访了在2020年就向国家相
关部委报送《关于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议》，出版《长江学》专著的四川省委省政府决
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
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县域经济
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后强。

“山水之城孕育出的巴渝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单
元，更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战场’。”
李后强认为。

为长江立传
出版35万字《长江学》专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长江，从唐古拉山涌浪，一路跌宕，一路激

昂，穿过峡谷和险滩，挽起东海臂膀，奔向灿烂
辉煌。

在李后强看来，长江在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军事、生态等方面的极其重要性，与黄河

“双联体”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DNA)双股
螺旋结构，具有遗传、变异、修复、重组、连锁等
特征，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光耀时
代的密码底本，为中华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支
撑和学理解释。

“我们研究长江，除了理性驱动，还糅合了
个人情感体验，总想为她做点什么，以表达内
心的敬意。”李后强说，他与他的研究团队成员
都出生和成长在长江流域，对长江的印象刻骨
铭心，有着母亲般的情怀和温暖。

李后强出生在重庆云阳县龙洞乡（今龙洞
镇），父亲是一位打造木船的“水木匠”。小时
候，他经常在长江里游泳、钓鱼、乘船，在江边
放羊、割草、栽树，看惯了江水的涨落与春秋，
时常为水中鱼和江上船的穿行沉思遐想。他
当过纤夫，大声吼着川江号子，用肩套着麻绳，
有时双手趴在地上，牵拉逆流而上的帆船，从
宜昌拉到云阳。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每每回家，他看
见当年的荒山成森林，高峡出平湖，一种自
豪感和成就感油然而生。近年，中央提出
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更让他看到一轮
新的希望。

2015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重大课
题组，要推出《巴蜀江河传》丛书。李后强和他
的团队开始了大江大河系统研究的历程。

而真正把长江研究上升到“长江学”的想
法，始于2019年。

2019年4月，他在第三届（宜宾）长江经济
带发展高端对话会上提出，应建立“长江学”，
并把“长江学”定义为研究长江流域历史、地
理、文化、经济、生态、水利、治理等问题的综合
性交叉学科，重点研究长江演变规律和特点，
为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提供服务，
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这一建议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较大反
响。

2019年12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举办了
第一届“长江学”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激发了李
后强撰写出版“长江学”专著的想法。

2020年3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把出版
“长江学”专著作为重大课题立项。李后强随
即组建了包括陈杰、李贤彬、廖冲绪、廖祖君、
张永祥等人在内的强大研究团队，开展了大量
的文献收集和实地调查。

他们深入研究了《山海经》《水经注》《淮南
子》《诗经》《华阳国志》等经典著作，以及古埃
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发展历史与生态环境
问题。

不仅如此，研究团队还分别从长江源头分
段走到了长江入海口，涵盖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青海13个省区市，查看实情和收集
文献，做到“知行合一”。

2020年9月，在李后强及研究团队共同努
力下，一部多达35万字的《长江学》专著出版，
旋即在学界引发现象级关注话题。

为长江号脉
构建长江经济带建设学理支撑

翻开《长江学》一书，该书借用中医思想，
用起脉、切脉、察脉、山脉、地脉、经脉、人脉、文
脉、主脉9个章，深入研究了长江多种“脉络脉
象”。

“长江的历史太悠久了，长江的文化太厚
重了，长江的功能太强大了，长江的故事太精
彩了，长江的奥秘太艰深了！要全面揭示长江
真容，实在不容易。”李后强感慨道。

因此，在书中，他和团队成员旗帜鲜明地
提出，要建立专门的学问——长江学，并翔实
论述了构建长江学的意义、可行性，以及长江
学的界定、长江学学科理论体系、长江学的主
要特征、长江学的研究方法、长江学的基本原
理等。

他们认为，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特
殊性。这种特殊性不是西方哲学、史学所谓
的“永无变动的单一”，而是有着生生不息的
结构性变化。在中国大地上，人类经过数万
年的漫长进化，携带着各自的原始基因，创
造了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江南河姆渡文
化、中原仰韶文化、东北红山文化、华北大汶
口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一如“满天星斗”，光
耀人类文明史。它们在此后密切的相互连
锁关系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
互作用圈。

而诞生最早的长江文明便是这“满天星
斗”中最璀璨的那一颗，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
灵魂，理应得到尊重和敬仰。构建长江学是中
华儿女的民族自觉，具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时
代动因。

他们提出，长江学应该是一门综合研究、
探讨长江及其长江流域历史、经济、政治、交
通、规划、民族、地理、文化、人口等诸多学科发
展规律和学科特质，并服务于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以实现长江流域持续健康发展的一
门应用性极强的理论学科，既是区域学，又是
水利学；既是经济学，又是文化学；既是地理
学，也是生物学；既是历史学，也是当代学……
总之是一门交叉融合的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涵
盖长江地质地貌、生态水利、历史文化、经济社
会、民族文化等，研究方法涵盖文献法、考古
法、数字法、模型法、实地观察法、地理测绘法
等多种方法。

“在字里行间里，作者既满怀深情地介绍
长江、赞美长江、研究长江，也站在为国家计、
为民族计、为发展计的高度，对长江流域的地
质地貌、生态环境、水利工程、奇山异水、特色
资源、民族民生、历史文化、经济发展进行系统
研究，凸显了长江学的综合性、层次性、整体
性、应用性、导向性等主要特征，为长江经济带
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南开大学教授
锁利铭称。

“李后强及其团队对长江学的研究，既包
括基本原理，也包括基本方法；既研究水文地
理，也研究人文社会；既研究流域整体，也研究
局部问题；既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也有重大
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是第一次打通了长江的

‘任督’二脉，为全面守护、治理、研究长江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四川大学副教授罗文
锋表示。

成都市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张乐认为，《长
江学》的问世，是“社会地理学”写作的一次尝
试。《长江学》对广袤苍茫的长江两岸大地蕴含
的历史气韵和人文风习，充满着复杂深邃的情
感和多重历史文化哲学思辨，是携带着个人情
感记忆的新语境下的美学表达。

为长江建言
重庆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战场”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大
都集中于大江大河流域，江河文明是世界文明
的本源。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长江流域一些
古老的文化艺术、习俗风尚、生产方式等逐渐
消失，濒临失传，如果长期任由这些文化形态
消失，就很有可能造成中华文明的局部断代，
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完整性。因此，急需采用国
家公园的方式予以保存、保护，建设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就是保护母亲河和补齐文化短板的
需要。”《长江学》专著作者之一、四川省社科院
党政办副主任张永祥称。

李后强表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对于
丰富完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做大做强中华文
化重要标志，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标识的传播
度和影响力，向世界呈现绚烂多彩的中华文
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家重大文化设施
和文化项目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
公园”。

因此，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刻不容
缓。

“于是，在2020年12月，李后强便向国家
有关部门报送了《关于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的建议》，近期国家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使长江学团队倍感振奋。”张永祥说。

那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究竟怎么建?李
后强提出了“五个主题区”建设法——

长江全流域主题区，主要展示长江中游的
石家河文化、楚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
良渚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独具特色的世界稻作
文明，发源于长江的蚕丝业、苎麻织业文化等
等。

长江上游专题区，集中展示长江源头的藏
族文化和游牧文化，金沙江流域藏羌彝走廊文
化，长江上游的古蜀文化、酒文化、红色文化
（特别是长征文化）。

建设成就展示区，主要展示长江全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用以彰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世界江河文明交流主题区，主要展示尼罗
河、恒河、多瑙河、莱茵河、伏尔加河等流域文
明的交流互鉴与合作。

长江生态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体验区，采用
现代科技特别是“元宇宙”相关方式，让观众参
与到生态保护和传统文化模拟活动中，加深对
长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那么，重庆又如何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中脱颖而出呢?

“作为世界最大的内陆山水城市，重庆的
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
战文化、移民文化，璀璨多姿，博大精深，内涵
丰富，理应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
战场’。”李后强称。

他建议，重庆首先要尽快开展长江文化资
源的全面调查和认定，对濒危遗产遗迹遗存实
施抢救性保护，积极开展长江文化遗产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工作，建立长江文化走廊，进一步
丰富长江文化旅游线路。

其次，要整合长江文化的研究力量，建设
跨学科、交叉型、多元化的创新研究平台，形成
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系统研究梳理长江文
化发展脉络，建立沟通历史与现实、拉近传统
与现代的长江文化体系。

最后，进一步加强长江文化的宣传推广活
动，持续深化长江三峡区域文化旅游合作，支持
长江流域地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深入开展
多种形式人文合作，进一步打好“三峡牌”。

“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未
来的长江经济带必然会成为亮眼的环保带、科
技带、文化带、能源带、生态带、经济带、开放
带，以及世界最美河流、中国经济重要增长极、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而重庆，将会成为其中耀
眼的一颗明珠。”李后强说。

随着2月4日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拉开大幕，人们对
于冬奥和冰雪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相较于夏季奥运会，
冬季奥运会对重庆市民而言还较陌生，为此，重庆日报联
合重庆图书馆从众多图书中精选了10本相关图书，共同
推出这份冬奥书单，在书香中与冬奥会美丽相约。

□本报记者 黄琪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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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香中，与冬奥相约

《冬奥梦冰雪情：冬季运动知识读本》
作者：杨澜、宋宇
内容简介：该书由“百年冬奥之路”“开启冬奥之门”“飞扬

冬奥之梦”上中下三篇及附录组成，详细介绍了冬奥会发展历
程及项目设置。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奥友”写奥运的书，它向读者传递的
不仅仅是广博的知识、温情的故事，更饱含着主创团队浓浓的
奥运情怀，希望更多人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冬奥、结缘冰雪。

《冬奥会项目及观赛指南》
作者：李树旺、张磊
内容简介：本书从体育欣赏的视角组织素材，以图文并茂

的方式介绍了冬奥会15个大项的历史传承、项目特色、比赛规
则、观赛礼仪、精彩赛事、优秀运动员等方面的内容。

推荐理由：通过阅读此书，读者不仅能了解短道速滑、速度
滑冰、花样滑冰等项目的历史传承，还能了解中国与这些项目
之间的渊源。

《冬奥趣读：一本书看懂冰雪运动》
作者：赵真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对冬奥会比赛项目、比赛规则，以及历

届冬奥会情况等的介绍，帮助冰雪爱好者了解冬奥会知识以及
冰雪运动项目，了解历届冬奥会的历史与文化、中国运动健儿
参与冬奥会的那些事。

推荐理由：它不仅深入浅出地为读者介绍了冰雪运动，还
有大量卡通、剪影和实景图片以及冰雪运动关键技能的视频展
示。

《冬奥奇缘：遇见冰雪赛场和中国榜样》
作者：谢军
内容简介：本书不仅介绍了花样滑冰、越野滑雪等冬奥会

全部15个运动项目，还通过简洁的描述和直观的插图，让读者
轻松了解每项运动的形式、特点和历史沿革。

推荐理由：它重点讲述了50名运动员，特别是中国运动员
一往无前、为国争光的故事。

《冰雪追梦：话说世界冬奥会》
作者：刘兴忠
内容简介：本书从冬奥会起源、历届冬奥会情况、主要比赛

项目及特点、中国选手与冬奥会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准备情
况等角度向读者呈现了冬季奥运会的风采。

推荐理由：通过阅读此书，读者不仅能了解历届冬奥会的
相关情况，还能了解历届冬奥会中遇到的种种有趣故事。

《北京2022年冬奥会运动项目图解》
作者：王瑾
内容简介：此书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15项正式比赛项

目为主要内容，将其分为滑雪项目、滑行项目和冰上项目3个部
分，从发展历史、比赛装备、比赛场地、比赛规则等方面全面介
绍各个项目。

推荐理由：该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具备“以图释义，提升可视
化叙事功能”的特点，不仅把抽象数据形象化，还利用图形突出
冬奥主题、营造冰雪氛围。

《打开中国冰雪》
作者：刘睿/编著，熊艳娇、郭思岑/绘
内容简介：该书共分为三个篇章——中国传统冰雪文化立

体篇章，中国传统冰雪文化和运动与冬奥项目平面篇章，以及
现代冰雪运动立体篇章。

推荐理由：该书不仅从中国冰雪文化的源头出发，用一个
个跃然纸上的立体结构，为读者搭建起一幕幕根植于神州大地
的“冰与雪之歌”，还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为立体蓝
本，将最具代表性的冬奥项目一一展现。

《探秘北京冬奥会》系列图书
作者：刘海元、谢军
内容简介：它以图画书的形式，从5个不同的角度，以点带

面，全景立体地呈现了整个北京冬奥会的缩略图。《趣谈知识》
《探索科技》讲述了北京冬奥会的周边知识及科技创新；《冰韵
北京》《雪动延庆》《雪舞崇礼》讲述了北京冬奥会的15个比赛项
目。

推荐理由：该系列图书具备两大特点，一是让红袋鼠、火帽
子这两个虚拟人物成为主角，以两人的趣味对话引出奥林匹克
文化相关知识；二是通过大量的图画，以及浅显易懂的文字，为
读者展现了北京冬奥会中所运用的诸多“黑科技”。

《冬奥简史：2022年北京冬奥会观赛好帮手》
作者：季成
内容简介：该书以时间为线，讲述了人类冰雪运动起源、

1924年首届冬奥会迂回曲折的举办历程，以及近百年间冬奥会
因战争中断、恢复到繁荣发展的过程。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部全面、简明、脉络清晰的冬季冰雪运
动史，它不仅能还原1924年—2018年期间所举办的23届冬奥会
的办赛理念、组织模式、赛事概况、文化影响有立体的认识，还
能了解诸多比赛项目在百年奥运史上的地位、变化。

《青少年冬奥知识普及丛书》
内容简介：丛书分为15册，从体育欣赏的视角组织素材，以

图文结合的方式介绍了冬奥会的15个分项。
推荐理由：该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内容详实。编者不仅从

项目起源与发展、比赛场地和器材、项目设置与规则、冬奥人物
故事和观赛礼仪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详细阐述，还通过百幅
手绘或实拍图，带领大家准确捕捉冰雪运动所传达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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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学》作者李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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