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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秋

一骑绝尘！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

2》）“杀”疯了。
2月7日，超越《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登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第一；2 月 13
日，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票房破百亿元的电
影，挺进全球影史票房榜第17名……

毫无疑问，《哪吒 2》的传奇之路还在继
续。

“科幻”“奇幻”“冒险”，这是进入全球影
史票房榜单前列的电影介绍中出现的高频
词。

笔者观察，在榜单排名前30的影片中，科
幻巨制、超级英雄大片、奇幻动画类就占了27
部。而这些影片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想
象力。

在心理学领域，想象力指的是在头脑中
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
心理过程。它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而黑格尔却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
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

于是，我们看到——
位居全球影史票房第一的《阿凡达》里，潘

多拉星球的奇异生态，为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往
未知世界的大门；《星球大战》系列设定出庞大
的星际世界，奇幻的外星生物令人惊叹；《狮子
王》打造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动物王国，将王权

的争斗和家族的传承融入其中……
超级英雄电影亦是如此。蜘蛛侠飞檐走

壁、钢铁侠的高科技战甲，这些超越常人能力
的设定，满足了人们对力量与冒险的幻想。

《哪吒2》，同样凭借丰富的想象，将古老
的神话故事进行全新演绎，构建出一个充满
奇幻色彩的封神世界，让观众沉浸其中。

人类为何会为想象力买单？
首先，想象力满足了我们对未知的探索

欲望。
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可能会被日常琐

事和物理规律所束缚，而想象则让我们能够
突破限制，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历史的未知和
未来的可能性。在电影里，我们可以跟随主
人公穿越时空，与外星人交流，在神话世界中
斩妖除魔，在童话里为落难的公主垂泪。这
种体验是在现实中难以获得的。

其次，想象力为我们提供了情感共鸣的
载体。

正如《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罗琳在
一次演讲中所言：想象力不仅是一种超越现

实的形象思维，是所有发明和创新的源泉，想
象力更能使人焕然一新，灵感勃发。在这个
意义上，想象力更是一种让我们与有着不同
于自己经历的人产生共鸣的力量。

电影中的奇幻角色和故事，往往映射
着人类的情感、价值观和困境。《哪吒 2》中
哪吒与命运的抗争，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
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坚持；《飞屋环球旅行
记》对冒险之旅的想象，实则是对家庭、亲
情的深情诠释。通过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作
品，我们能找到情感的寄托，进而生发出同
频的共鸣。

同时，想象力也推动了电影技术的进步。
为了将想象中的世界完美呈现，导演卡

梅隆开启了电影的3D时代，饺子（本名杨宇）
将技术做到了动漫界的“天花板”。电影人不
断研发新的特效技术、拍摄手法和制作工艺，
从早期的简单模型到如今的CGI、VR等先进
技术，这些技术的进步不仅提升了观影体验，
也让电影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想象力,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超能力，是一

切创新的起点。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想象力，人类到现在

还只能在大地上仰望飞鸟；如果没有想象力，
我们可能还蜗居在山洞里，没有科学、技术和
文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力
的民族。在那些久远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
就已经拥有了深邃而浩瀚的宇宙观，开始对
着漫天星河畅想。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古
老的神话传说，以超现实的想象解释了宇宙
的起源、人类的诞生和自然现象，展现了古人
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和探索精神。

庄子的《逍遥游》更是想象力的巅峰之
作：“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
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
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种
宏大而奇幻的想象，不仅体现了庄子对自由
境界的追求，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也为后世
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

在当代，这种想象力依然在延续和发展。
《哪吒》系列电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想象力元
素，又结合现代审美和电影技术进行创新，
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崭新的
活力。

这不仅证明了想象力在文化传承中的重
要作用，也让我们看到，想象力是推动文化发
展和创新的重要动力。

它让我们在传承过去的同时，能够勇敢
地迈向未来。

人类为何会为想象力买单？
——《哪吒 2》票房破百亿元带来的思考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有限，而想象力概括着世

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爱因斯坦

题 记

■王纪伟

过了十五，年也算真正过完了。
可年前回家的一幕幕画面，却仍时时
浮现在我的眼前。

作为一个在重庆生活的河南人，
过年的第一道关便是春运。

临近春节前几天，新开了一趟重
庆到我们县的绿皮火车，我抢到了一
张硬座票，需要坐16个小时，但终究
是能回去了。

凌晨4点半起床，6点到重庆西
站，从排队到上车花了近20分钟的
时间，6:18我挪到了我的位子。

很幸运，是靠窗的座位。这趟车
会路过四川、陕西和湖北，车过湖北
前，路过的基本都是山区。我带了本
书，但头天晚上只睡了4个小时，脑
袋还是晕的，实在看不下去。

这就是一个人坐长途车的难点：
无聊。好在，从小到大，自己一个人
天南海北地跑，我找到许多打发无聊
时间的方式，比如，观察车厢里的人。

我的旁边坐着一位大哥，刚坐下
时，车还未发动，他戴着耳机在打视
频。

“你拾掇好了没？”
一听是河南话，我就扭头瞥了一

眼，屏幕上是个女子，该是他在老家
的老婆担心他是否赶上车，就通过视
频报一下情况。

“我这人多啊。咋可能躺着，想
类（得）怪美。”

他戴着耳机，我听不到他老婆说
话，但是根据他的回答，应该是他老
婆问他车上人多不？人要不多，有空

位子就可以躺座位上。
“哎呀，你别说了，都说人可多，

都一群人站着没有座位，你那边拾掇
好没？照看好小孩。”

照看小孩？老婆不在家里吗？
我又瞥了一眼他的手机，看到了卧铺
的床位，一下子明白了：一家人都在
重庆，现在一起回家，不舍得孩子长
途劳累，就买了一张卧铺、一张硬座，
老婆孩子在卧铺，自己坐硬座。

大哥打视频的时候，对面的座位
上来了另外的一家人。

妈妈带着自己的儿子女儿一起
乘车，儿子看着应该工作了很久，用
的是最新的华为手机，女儿看着像上
高中的年龄。妈妈和女儿捧着一杯
奶茶，儿子在后边推着箱子。他们3
个人只有一个座位，听口音是四川
的，不是很远，所以应该是想着可以
轮流坐，将就一下就到了。

女儿先坐，剩下的母子俩站着聊
天。

“以后坐高铁回去吧。”儿子说。
“到不了我们那嘛。就这车才在

县里有站。”
这点我有共鸣，高铁方便的优先

是大中城市，我若坐高铁也是先到市
里，从高铁站到家，没有直通大巴，如
果没私家车来接，回家反而更麻烦。

“先到达州嘛，到了直接就有大
巴车到咱们那。”

“是吗？那下次再说吧，这趟车
慢点，不过一会儿也就到了。”

女儿站了起来，让妈妈坐，妈妈
让儿子坐，儿子没坐，妈妈就坐了下
来。

“啥时候结婚啊？”妈妈一坐下
来，就问她儿子。

“先得挣一笔钱啊。”“干啥？”“不
得买房子啊？得在成都买个房子。”

“那你给我定个目标，我们每年
得挣多少钱，先付个首付，你自己月
供。”妈妈继续。

“我想一次性搞定。”“那你给定
个目标嘛，每年挣多少、需要多少
年？我和你爸攥攥劲。”

儿子没回答，妈妈也不再问了。
旁边的大叔起来上厕所，从他们3个
人旁边经过，儿子给大叔腾路，顺带
往车厢里边走了走，离妈妈的位子稍
远了些，他也再没回归原位。

天稍微亮了一些，车窗外的山里
起了雾，时间还早，尚未有人间烟火
融入其中，自然凝结的雾像丝带一样
裹着山腰，洁白轻盈，像是把风的形
状雕刻进山里，美得不像话。

“妈妈生气了，你到湖北不能这
样说话，听见没得？”是隔壁座位上一
对母子，两人回湖北襄阳，儿子想要
玩手机，妈妈没让，结果儿子用不耐
烦的语气对妈妈说了不礼貌的话。

“你这个样子说话，你的语气，让
我很不舒服，如果我是你的女儿，你
是爸爸，我用这样的语气对你说话，
你听着好受吗？”妈妈持续输出。

儿子不吭声，妈妈也不再说话，
车厢里安静得很。

天完全亮了，车到了第一个站，
站着的很多人都下了车。一个小时
后，车到了第二个站，又下了不少人，
对面的3个座位上只剩下一个男生。

他和我一起在重庆上的车，坐下

来就睡觉，现在人来人往，他也醒了，
拿出手机发信息。没多久，一个女孩
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到达你家地界了是不？你们这
还有太阳，重庆没得太阳。”

“下一站就到了。”
“我看天气，你们家那边有太阳，

但也比重庆冷。”
男孩没有接话，从包里拿出两个

苹果。两人一起吃着苹果，女孩看着
窗外。

“你看，这里也有结婚的。”外边
路过一个村子，张灯结彩，一看就是
村里的婚礼现场。

“都趁着春节结婚嘛，旁边地里
种的耙耙柑，你认识不？”

“我咋不认识，在重庆天天吃。”
说完两人许久没有说话。我起

身去上厕所。一路挤挤攘攘，整辆车
发出很笨重的哐当哐当声音，就像是
电视剧的片尾曲，为这普通且平凡的
芸芸众生，奏响背景音乐。

乘务员推着早餐车来车厢里叫
卖，很多人早已醒来，但很少人买早
餐，大家掏出泡面、面包或者自家做
的肉食，一边吃一边聊，车厢里的味
道变得香浓且丰富。

这味道温暖中藏着一份安宁，从
上车到现在丝毫没有睡意的我，现在
竟有些乏困。

我看了一眼表，还有13小时就
到家了，我扫了一眼车厢里的人，对
着这些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心里默念
了一句“感谢”。感谢他们或远或近
陪着我走过一段旅程，让我在百无聊
赖里，感受到人间滋味。

车上人间

■廖伟

回到离别45年的家乡，当晚，一个
温暖的梦再次出现：我牧着一群白鹅，在
空旷的田野上游动。地里的庄稼早已收
回屋，那些露出来的嫩草正好成为白鹅
的美食。突然，头鹅发出高昂的叫声。
原来，它的长喙寻到了“宝藏”——土下
面有被农人遗漏的红苕！我急忙用随身
携带的小锄头挖刨，果然是一大窝红苕，
有大大小小五六根。我和小伙伴们立马
找个田坎角角，升起柴火。很快，烤红苕
的香甜味就在空中弥漫……

几十年来，相似的梦境时不时就会
出现。一次次，我的乡愁在意外的惊喜
中醒来；一回回，我的乡愁在红苕的焦香
中升腾。

清晨，薄雾如纱。隔着濑川河岸，我
打望这座生长着数十棵古老黄葛树的亚
热带小镇——位于荣昌区东北浅丘的河
包场。

小镇的历史远比这些黄葛树古老，早
在唐代它就是古昌州的行州驻地，场口金
凤山上高高的宋代石塔矗立着河包人的
骄傲。然而，真正让河包场人得意的还是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红苕。

红苕又名番薯、红薯、地瓜，原产美
洲，是不折不扣的洋玩意儿。万历二十
一年（1593），侨居南洋的福建人陈振龙
将其引入福建。明末，福建、广东沿海一
带已普遍种植。100多年以后，红苕才
进入重庆地区。

据《江津县志》记载，清乾隆三十年
（1765）广东省东安县（今云浮市）进士
曾受一调任江津县令，恰逢三年大旱，民
不聊生，于是派人从广东老家购买回红
苕种子，与妻子一起教百姓种植，第一年
就获丰收。自此，红苕由江津传至巴渝
大地及邻近省份。

是谁把红苕带到河包已不得而知，
但就是从那时起，红苕与河包场结下的
缘，年复一年在这片土地上书写。

这里有川中丘陵特有的紫红壤，沙
土肥沃而沥水，可以轻松体验“拔出萝卜
带出泥”的感觉，尤其适合红苕生长，红
苕和红苕淀粉制成的粉条成为河包的

“金字招牌”。
我在一篇描写河包风物的文章里这

样介绍：当地人叫红苕为“红绕”。沙土
红苕产量高，是无数农家的命根子。缺
粮时可以充饥，生吃熟吃，煮着吃，焖着
吃，烧着吃。每每临近春节，家家户户把
煮熟的红苕切成条，晾晒干，然后在大铁
锅里用河沙翻炒，炒成“绕果果”。“绕果
果”出锅烫手，左手换右手的欢乐场景深
深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说起红苕，自然就想起卫生院旁的
陈凉粉，不仅有豌豆淀粉做出的黄凉粉，
还有红苕淀粉做出的黑凉粉，大碗1角
钱，小碗5分钱，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心目
中的麦当劳。

有一天晚上，陈凉粉家热闹起来，原
来是在出粉条，一大锅水已涨翻翻，

“陈凉粉”光着上身，左手拿个木瓢，
右手“啪啪”猛击瓢里的淀粉，木瓢下

的孔里一根根金黄的条粉探出了头，瞬
间就钻进沸水之中，捞起来每根粉条都
有好几米长。

这是一门看似简单实则繁琐的技
艺，传统河包粉条制作有十几道工序：碾
磨、过滤、沉淀、脱水、打芡、漏粉……

没想到，在我离开家乡40多年后，
粉条如今已变成了河包的支柱产业。目
前，全镇有粉条生产企业24家，年产量
4.5万吨，实现年产值5亿元。同时，带动
红苕种植12000亩，种植农民5000余
户。河包成了名副其实的“粉条之乡”。

据说，现在重庆火锅消费的粉条，有
一半出自河包。前不久，留在家乡的同
学说河包成功举办了个“粉条艺术节”。

我还在朋友圈里看到，河包镇年轻
帅气的书记邀请全国朋友去“嗦粉”的短
视频。

那背景里有很多“巨无霸”红苕，不
由让我想起受人敬重的刘老师。我上小
学时，刘老师已四十七八岁，高瘦高瘦，
一脸严肃，少有笑容。一个寒假下午，我
去刘老师家问作业，进门看见他抱着一
个硕大的红苕在仔细地端详。

那是一个凹凸不平、裹满泥土的丑
红苕。师母徐老师骂刘老师中了邪，头
天看完电影《七品芝麻官》就抱着个红苕
在研究，起因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当
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刘老师并没理会妻子落，却很严肃
地告诉我，红苕里面有大学问：个虽小，
可救苍生；形虽丑，淀粉洁白；至于千锤
百炼之后“涅槃”为粉条，那就是价值的
再次提升。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娃
娃，今后有出息了，莫忘本，莫忘了是河
包场的红苕养大了你。”

虽然，我最终未如刘老师期待的“有
大出息”，他的教诲却影响了我的人生
——即使最普通的红苕，也蕴藏着巨大
的价值和无穷的可能。

看着眼前古老的濑川河，依旧那么
瘦小，依旧那么沉得住气、不紧不慢自顾
自地流淌着。我想起不久前在重庆中心
城区的一场冬日里的茶聚。

我与一位来自家乡的朋友，坐在通
远门城墙上，摆起许多有关河包场的龙
门阵：摆河包石塔，摆河包九宫十八庙，
摆河包小洪拳，摆河包肉龙，摆河包竹编
……自然而然摆到河包红苕河包粉条。

他说，其实河包场的红苕早已“迭代
升级”，一个现代化的粉条产业园区正在
打造中，规划占地总面积约322亩，已建
成118亩……

当他谈到河包也在围绕红苕打造
“清廉文化”时，我想起了刘老师的话。

我请这位朋友把刘老师的话带给家
乡的干部们，同时，赠给他一首我刚刚完
成的小诗《在河包场做一根幸福的红
苕》：如果可以，就做一根红苕/做河包场
紫红壤里/最普通那根……成为一根看
似温婉，实则/韧性十足的粉条/这就是
一根河包场红苕最大的幸福。

做一根幸福的红苕
■赵瑜

我春节长假的朋友圈，有一半都
在南滨路打卡央视春晚重庆分会场
的主舞台。作为南岸人，我有满满的
喜悦和自豪。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如今
南滨路铜元局段的原址居住，只是，
那时那里不叫南滨路，只是江边的一
排吊脚楼。

楼旁边就是铜元局的渡口，5分
钱的船票即可到市中区的菜元坝，南
岸人称之为“进城”。

有一年，几个同学约着过河到少
年宫玩，我家里条件相对好些，帮人
出了船票钱。这个李姓男同学“知恩
图报”，回家时看我走不动了，背着我
走过了遍地鹅石板的珊瑚坝。

江边没有路，吊脚楼是长江电工
厂的宿舍，我三姨结婚才分得一间，
窗外自然是滔滔长江，看得到飘零的
打鱼船、鹅岭公园的两江亭，回想起

很有野趣。但是一遇涨水，吊脚楼必
被淹。那时家什少，受灾户把铺盖一
卷，淡定地坐着脚盆划到街上安置
点，说说笑笑地跟大家一起看涨水的
热闹。

后来修建南滨路时，我很是激
动。我在心里憧憬：这将是一条不平
凡的路。

因为老南岸人都知道，这条路
上，巴渝文化、开埠文化、抗战遗址如
珍珠般遍布。上溯远古，这里有“禹
娶涂山，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娇呼
归，江边诞子”等优美传说；清乾隆年
间，“巴渝十二景”中有“黄葛晚渡”

“龙门浩月”“字水宵灯”“海棠烟雨”
四景散落在滨江线上；慈云寺、大佛
寺、千佛寺等名胜一路均匀分布，暮
鼓晨钟，岁岁年年。

而南滨路在重庆历史上刻下的
重要一笔，是公元1891年，重庆开
埠——由于沿江水码头的便利，英、
法、日、美、德等国在长江沿岸境内

设海关，开洋行，圈租界，建军营，立
公司，经营出口贸易、航运等商务活
动，留下大量百年老建筑，如隆茂洋
行、太古洋行、平和洋行、安达森洋
行、立德乐洋行、卜内门洋行、法国
水师兵营、美国使馆酒吧等，为那段
历史作证。

最初建成的南滨路，也许只为防
洪、改善交通，只有一些食店、咖啡
馆，不足为奇。

然长江东去，沧海桑田，经过数
年的建设，南滨路如今已变成“日可
赏山河蜿蜒，夜可观星斗霓虹”的旅
游地标。

重庆规划展览馆、故宫文物南迁
纪念馆、杜莎夫人蜡像馆、施光南大
剧院、长江当代美术馆、精典书店、原
美术馆、国际马戏城……一个个重磅
的文化产业项目纷纷选址南滨路；重
庆国际马拉松赛、音乐啤酒节、亚洲
时尚盛典、国际时装周、江南枇杷节
等众多比赛及活动，吸引着各地选

手、游客纷至沓来。
建成的弹子石老街、龙门浩老

街，对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宅和历
史遗迹进行了保护性修复。百年前
的两条古老巷陌，如今变身为旅游热
门地。

走在老街上，恍惚中奇遇了开埠
时风云际会的场景，触摸到老街巷的
沉沦兴旺。

长江水养育了吃苦耐劳的南岸
儿女，旧梦里有叶子烟的雾霭、老荫
茶的热气、龙门阵的悠闲，老年人在
这里找到了对故土的怀念；年轻人则
喜欢冲一壶咖啡，由艳阳高照泡到华
灯绚烂，看那长江索道穿过两江，六
号轨道线飞过大桥，两江交界处如鸳
鸯火锅般魔幻……古老又年轻的南
岸就浓缩在此情此景中，这壮美的新
颜不由得让人鼓掌喝彩。

来南滨路走走吧。这条承载着
璀璨历史文化的大道，正乘着时代的
滚滚车轮，阔步向前。

南滨情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