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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当敦煌莫高窟第158窟那尊长达15.8米
的中唐巨佛，跨越时空，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与来自大足宝顶山那尊长达31米的南宋卧
佛遥遥相对时，一场穿越千年的艺术对话成真
了。

6月18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年度大
展《从敦煌到大足——石窟艺术中国化流变
展》启幕。这两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石窟
瑰宝，一北一南，一先一后，首次以联合展览
的形式，用200余件珍贵展品与6座整窟复
制洞窟，共同讲述佛教艺术的壮阔史诗。

跨越时空的相遇

展览的核心是两条清晰而深邃的艺术脉
络。敦煌位于丝绸之路咽喉，是佛教艺术自
西域东渐中原的首要门户；大足深植于巴蜀
文化腹地，代表着石窟艺术中国化、世俗化进
程的巅峰与终章。它们共同勾勒出石窟艺术
在中国大地上近千年的演进轨迹。

一件来自公元428年的国宝——高善穆石
塔，成为这场流变最古老的见证者。这座首次
在重庆亮相，通高仅44.6厘米的黑色玄武岩石
塔，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佛塔实物。它是丝路文
明交融的佐证：塔身核心造型源自印度，铭文

“北凉承玄元年”“高善穆为父母报恩”清晰可见，
可以看出河西地区民族政权、儒家孝道与佛教
信仰的交织；而塔身雕刻的八卦、北斗七星等图
案，又为其披上了道教的外衣，被学者称为“佛
道混合造像碑”。这座小塔正是佛教初传中国，
积极寻求本土化表达的生动缩影。

展览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对话，莫过于
两尊“卧佛”的并置呈现。敦煌莫高窟第158
窟的涅槃佛，安卧于精心构建的殿堂式洞窟
中，长达15.8米的身躯一览无遗。与之呼应
的大足宝顶山涅槃像，则展现出南宋艺术家
的奇思妙想：释迦牟尼慧眼微闭，怡然侧卧，
仅露上半身（长达31米），下半身隐入岩石；
身前还有14尊仅显上身的弟子像。这种“意
到笔不到”的手法，以有限画面营造无限意

境，体现了中国艺术特有的写意精神。两尊
卧佛，一显全貌，一藏玄机；一重殿堂仪式，一
重山水意境，共同无声诉说着从庄严佛国到
人间情怀的艺术嬗变。

数字技术让石窟艺术“活”在当下

如何让沉睡千年的石头开口“说话”？本
次展览给出了充满创意的答案。展览突破了
传统静态陈列的局限，构建了多元对话场景。
展馆中，来自北魏敦煌的禅定佛像（莫高窟第
259窟）与南宋大足的释迦牟尼佛像（原位于宝
顶山小佛湾），这两个相隔700余年的艺术杰
作在虚拟空间里实现了“隔空对话”。观众驻
足其间，不仅能直观感受不同时代的造像风格
与精神气质，更能产生对佛教艺术本土化历程
的深层思考。

另一项充满趣味的科技互动是“点亮千
手观音”。观众只需在电子屏前虔诚合掌，便

能通过实时生成的光影图像，参与到为千手
观音“贴金”的虚拟修复过程中。这种沉浸式
体验，让观众能直观理解文物保护的不易与
价值。

对于无法移动的石窟，展览运用“数字孪
生+物理克隆”技术，精准复制了敦煌莫高窟
第158窟（涅槃卧佛）、第3窟（元代千手千眼
观音）、第45窟（盛唐最美彩塑）、第17窟（藏
经洞）以及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第9号毗卢庵
（禅定窟连环画）、北山第245号窟（被著名建
筑学家梁思成赞为“至为壮丽”）。

这些复制窟能突破地域限制，让观众身
临其境地感受原窟的建筑形制、空间氛围与
艺术精髓，找到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传播
之间的平衡点。

精彩活动尽览中国石窟艺术之美

“从敦煌到大足，不仅是一次艺术的盛

宴，更是一次文化的寻根。”展览策展团队如
此诠释其深意。尽管两地相隔数千里，创作
年代相差数百年，艺术风格各不相同，但它们
共同串联起中国石窟艺术从吸收、融合到创
新、升华的完整谱系，共同见证了佛教文化成
为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历程。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1月5日。
在此期间，三峡博物馆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
与工坊体验活动，邀请敦煌学与大足石刻研
究权威专家，为公众深度解码两地艺术瑰宝
背后的文化基因。馆内还精心设置了主题打
卡点，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文物魅力。无论是
专业研究者、艺术爱好者，还是普通市民，都
能在这场跨越千年的艺术对话中，有所收获、
找到共鸣。

当敦煌的风沙遇见大足的烟雨，精美石
窟交会，照见的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创新发
展的磅礴力量。

南北交辉 敦煌莫高窟与大足石刻首次联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当钢铁水泥与雾霭流云在城市间交织，
当洪崖洞的灯火点亮山城儿女的热情，当来
福士的玻璃幕墙折射出未来城市的光影——
每个镜头，都是城市进化的定格。

2017年以来，由重庆日报策划发起的“我
爱重庆·精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
活动已连续举办8届。如今，这项活动不仅成
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主题拍摄活动，更逐渐发展
为城市形象传播品牌和公共文化IP。

今年的“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时间从1
天延长至1个月，将串联起无数重庆人的城
市记忆，也记录下属于这座城市的精彩。6
月18日，记者探访同行业的活动参与者，走
进他们关于重庆的特别记忆。

历史文化专家何智亚：
影像守护城市文化根脉

作为长期致力于重庆历史文化研究与保
护的专家，何智亚主持、参与了重庆解放碑步
行街、重庆朝天门广场、重庆湖广会馆等多个

重点项目。从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拿起
相机，拍摄、跟踪重庆城的变迁，30多年来，
留下了大量城市影像记录。

“重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
产，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根脉。而影像能够
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以直观的方式保存下
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何智亚说。在

“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中，何智亚更关注那
些记录重庆历史建筑、传统街区以及人的摄
影作品。他表示，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老建
筑、老街区面临着消失的风险，而这些影像资
料就成为研究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希
望通过这个活动，唤起更多人对重庆历史文
化的关注和保护意识。”

建筑师李未韬：
光影勾勒城市生长脉络

李未韬是深耕重庆城市建筑领域多年的
建筑师，曾参与南岸区后堡社区等更新改造
项目。他眼中的重庆，是一座在立体空间中
不断生长、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

在“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中，李未韬特
别关注那些记录城市建筑变迁的摄影作品。
他认为，这些影像如同时间的切片，将重庆不
同时期的建筑风貌定格下来。“透过一张张照
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重庆从传统走向现
代的过程。比如洪崖洞，它既保留了巴渝传
统建筑特色，又融入了现代商业元素，成为重
庆的地标性建筑。在摄影作品中，我们能看

到它不同角度、不同时段的美，感受到它的魅
力与活力。”李未韬说。

对于今年升级的“百万市民拍重庆”活
动，他表示，城市的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一个月的时间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记录城
市的动态发展。“期待大家在活动中创作出更
多反映重庆城市建筑设计理念、展现城市空
间创新的作品，让更多人了解重庆建筑的独
特之美。”李未韬说。

摄影师罗晓韵：
镜头捕捉城市情感温度

在知名摄影师罗晓韵的镜头下，重庆是
一个充满魔幻色彩与情感温度的城市。“重庆
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桥梁、每一盏灯火，都
承载着无数的故事和情感。”罗晓韵说，希望
大家能深入挖掘更多面的有温度的重庆，让
更多人爱上重庆。

多年来，罗晓韵的脚步遍及冰岛、英国、
西班牙等多个国家，致力于用镜头将中国的
传统文化、壮丽山河以及民俗风情传播出
去。如今，她回到家乡重庆，走遍重庆的大街
小巷，用相机记录下这座城市的精彩瞬间。

从2017年活动举办之初，罗晓韵就积极
参与其中。“这个活动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它的全民性。无论你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拿
起手中的设备，记录下自己眼中的重庆。”罗
晓韵表示，今年的活动从一天升级为一个月，
其实也让创作者有更多时间去观察、思考，捕

捉日常也许被忽略的细节，用影像讲述更丰
富、动人的重庆故事。

重百新世纪百货主管龚定玲：
随拍定格城市生活烟火气

重百新世纪百货资深主管龚定玲，1998
年进入重庆百货工作，一路从化妆品柜员干
到主管。这20多年，她每天都在热闹的商场
中忙碌，见证消费业态和消费场景的变化、市
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也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烟
火气与活力。

周遭那些平凡却又动人的生活日常，是
龚定玲最关注的地方。菜市场里的新鲜菜、
学校门口的读书声、街面上川流不息的车
辆，再加上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此起彼
伏的促销声，共同构成了她记忆里最生动的
重庆。

她用手机镜头定格过重百员工为顾客服
务的暖心瞬间、市政管理人员帮摊贩收拾的
动人场面。“随手拍或许没有构图、不够精致，
却藏着最真实的情感。”龚定玲期待通过影像
记录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

据了解，截至6月16日，“百万市民拍重
庆”活动全网曝光量过亿，多个活动相关微博
话题登上重庆同城热搜，最高阅读量达3000
多万。不同视角的影像拼凑在一起，为人们
呈现出一个更加立体、多元、生动的重庆，而
伴随着影像的传播，这座城市的魅力与精神
将不断被传递与弘扬。

每个镜头，都定格这座城市的精彩
解码“百万市民拍重庆”的文化生命力

周鸿祎走进江北品鉴“渝味360碗”感受重庆烟火气
6月17日，江北迎来一场美食与

科技跨界碰撞的盛会——“渝味360
碗”美食发布会。活动吸引了全城大
V 集体出动，而 360 公司创始人兼
CEO 周鸿祎（网名“红衣大叔周鸿
祎”），让这场活动备受瞩目，也为江北
的美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热度。

观音桥商圈
美食科技激情碰撞

当晚，“渝味360碗”美食发布会
在观音桥商圈举行，周鸿祎身着标志
性红衣登台。“美食是一座城市的灵
魂，而科技则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
力。‘渝味360碗’不仅仅是美食的集
合，更是重庆文化通过科技手段向全
国乃至全世界展示的窗口。”他表示，
希望未来能通过科技的力量，让重庆
美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活动中，周
鸿祎与主持人李思思被聘为重庆美食

“渝味360碗”推介官，助力重庆美食
文化推广。

在美食展示区，周鸿祎如同一个好

奇的美食探险家，穿梭在各个摊位之
间，品尝各地美食。主持人李思思、何
苗苗，网络名人卤鹅哥、邓先森、七哥民
间菜、知吃师江天帆等也参与直播互
动，扩大活动影响力。直播和短视频吸
引了大量粉丝观看，重庆美食“渝味
360碗”的魅力通过线上疯狂传播。

同期公布的“渝味360碗”十大魅
力菜品也备受瞩目。十大菜品以“鸡、
鸭、鱼、鹅”四大主材为脉络，挖掘山城
饮食文化内核，每一道菜背后都有着
独特的地域饮食故事。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
节。“渝味360碗”成果展打造了一个
微型“渝味美食图集博物馆”，通过精
美的图文展板、实物模型等，系统展示
年度上榜菜品，让市民、游客能够直观
了解每道美食的特色和背后的文化内
涵，强化了重庆美食的城市名片效应。

鸿恩大街区
烟火气中的深度体验

随后，周鸿祎一行来到了鸿恩大

街区·“渝味360碗”美食街。这里是
重庆夜生活的重要地标之一，每当夜
晚来临，街道两旁的店铺灯火辉煌，食
客们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走进美食街，周鸿祎立刻被那浓
浓的烟火气所感染。他漫步在街道
上，与热情的摊主和食客们打招呼。
陶然居董事长严琦为他热情推介重庆

各地美食。
在荣昌馆，周鸿祎领略了当地的

夏布、陶器等非遗特色文化项目，还有
荣昌卤鹅、铺盖面、叶儿粑等当地美
食；在潼南馆，甘甜的柠檬水让盛夏的
暑热顿时消散，纯天然的口味引得大
家纷纷品尝；在石柱馆，周鸿祎穿上大
红色的当地民族服饰，大家一起唱起

当地特色民歌，悠扬的歌声仿佛把众
人带到那青山绿水间。

“开席！”随着一声吆喝，“渝味360
碗”长街宴开席了。铁山坪花椒鸡、江
北熊鸭子、荣昌卤鹅、陶然大包……来
自重庆各地的特色美食汇聚一堂。周
鸿祎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与周围的人
交流，了解他们对重庆美食的喜爱和
看法，感受重庆人的热情与爽朗。

在鸿恩寺美食街的这一段旅程，
周鸿祎不仅品尝到了地道的重庆美
食，更深入地感受到重庆这座城市的
烟火气息和人文风情。他表示，重庆
的美食文化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充满活
力和包容，每一种美食背后都有着独
特的故事和情感，让人回味无穷。

宋小面
舌尖体验重庆风味

值得一提的是，周鸿祎还走进了
位于观音桥商圈的知名店铺宋小面。
在江北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徐丹丹推
介下，他选择了招牌鹰嘴豆豌杂面。

随着一口口面下肚，他额头渐渐
冒出细密的汗珠，可手中的筷子却停
不下来。“这是折耳根，好吃！你们试
一下。”他还给周围的人热情推介起西
南地区的“灵魂”菜品。

“来了重庆才感觉自己胃太小。”
随着一道道“渝味360碗”特色菜上
桌，可谓是色、香、味俱全。尤其是江
北特色菜茅溪卤菜、老甘家麻辣小龙
虾、九村烤脑花、丁家坡洋芋连番上
桌，引得大家连连称赞。

此次周鸿祎现身江北参加“渝味
360碗”美食发布会活动，不仅为重庆
美食的推广助力，也让更多人看到了
科技与美食文化相结合的无限可能。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创新，重庆的
美食文化也将借助更多的平台和渠
道，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让世界领略巴
渝美食的独特魅力。而周鸿祎与江北
美食的邂逅，也将成为重庆美食文化
发展历程中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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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江北区委宣传部提供

周鸿祎在鸿恩大街区·“渝味360碗”美食街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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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6月16
日，广安市交通运输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宣布6月
18日零时起，对广安主城区至重庆部分高速路段试行车
辆通行费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渝籍和川X籍7座及以
下小客车，在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期间，将可免费通行该优
惠路段的四川境内部分。

该优惠政策试运行期为一年，自2025年6月18日
持续至2026年6月17日。对于广大重庆市民而言，这
意味着周末或节假日自驾前往广安旅游，只要满足条件，
即可免除四川境内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据估算，以普通
小客车为例，一次往返行程大约可节省35元。

此次免费优惠政策主要面向使用ETC的川X（广
安）和渝（重庆）号牌的7座及以下小客车（不含班线客
运）。免费时段为试行期内的周末（调休后）及法定节假
日，从假期第一天的零点开始，到最后一天的24点结束，
以车辆驶出收费站的时间为准。

除了小客车的节假日免费政策外，对于广安籍（川
X号牌）的正常装载货车和班线客运车辆，在整个试运
行期间，其在四川境内的通行费将按70%的优惠价格
缴纳。

据悉，享受上述优惠政策需同时满足3个条件：首
先，车辆必须在公告指定的8个收费站（广安东、广安、广
安协兴、广安枣山、重庆三汇、两江、天顶、空港）之一进
站，并在其中之一出站；其次，行程必须经过G85银昆高
速的川渝省界；最后，车辆驶出收费站的时间必须在规定
的优惠时段内。

广安至重庆指定高速路段
周末及节假日免费通行
优惠政策将持续至明年6月17日

（上接1版）
“驾驶舱”主要分成四部分：规划布局、准入投放、服

务管理、终止退出。进入“终止退出”界面，里面有美团、
青桔、哈啰等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考核分数，能够量化运
营商的表现，形成制度性约束。

“像今天上午违规停放单车的运营商，除了约谈要求
其加强运行维护，还会被扣分。”胡雪雕介绍，如果运营商
运维人员打卡率低、人员配备不足，也会被扣分。分数低
的运营商会被减少共享单车投放的配额，全年平均分数
低于60分将被勒令“出局”，即停止运营。

“我们规划的是4万辆共享单车，运营商如果想继续
投放，必须重视考核分数。”胡雪雕说。

进入“规划布局”页面，画面左侧显示运营商站点总
数、动态站点规划，下方分别显示美团、青桔、哈啰等平台
的车辆配置总额，画面中心则是重庆高新区所有共享单
车的分布情况，方圆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高新区7个
街道共设668个共享单车点位，车辆2.9万辆。

点击具体的共享单车单位，即可以查看订单情况。
如果一个点位长期不产生订单，说明附近居民没有使用
共享单车的需求，这个点位就会被取消；相反，如果某个
点位的订单特别多，就会在点位多施划停车位。

信息上网
每辆共享电单车都有“身份证”

在“服务管理”界面，可以看到违规事件的处置流程，
处理前与处理后对比的图片。“原来我们是通过微信或者
电话通知运营商来处置，现在通过‘共享电单车监管一件
事’应用，可以找到距离点位最近的运维人员，加快了处
理速度。”胡雪雕说。

在“准入投放”界面，工作人员能查询到每辆单车的
车辆编码、车牌号、电池编码、投放时间等关键信息，也就
是说，每辆共享电单车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这正是共
享单车实现“一屏掌控”的奥秘所在。

“我们还在拓展共享电单车的新应用场景，比如增加
骑行安全板块，让共享电单车自动采集道路病害数据，主
动服务城市治理。”高新区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副主任何宏
伟表示。

共享单车“乱投放”“乱设点”“乱骑行”“乱停车”，这
个一度遭市民诟病的“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正在变成

“最美一公里”的舒适体验。

（上接1版）
非遗影像计划重点项目——《切·磋·琢·磨——寻影

重庆非遗系列纪录片》也在现场启动。该项目将深度聚
焦重庆非遗，记录重庆国家级及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的精湛技艺与坚守故事，以微纪录片的形式，将重庆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非遗魅力展现给世界。

本次活动由重庆日报、重庆市摄影家协会主办，视觉
重庆、新重庆客户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团委、重百新世
纪百货、重庆云端之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重庆市新
闻摄影学会、重庆市高校摄影协会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