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离不开
地球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壤，浩瀚
的宇宙孕育了生命的存在。在漫
长的生活实践中，为了思想交流
的需要，古人通过摸索发明了语
言文字，文字的诞生正是人类走
向文明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人类
文明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今天笔者所要探讨的文学
创作就是基于文字产生后的命
题讨论。文字首先来源于古人的
生活实践，那文学创作顺理成章
理应来源于生活。离开了生活这
片土壤，文学就好像空中楼阁，
有了生活的“根”，文学这棵参天
大树才会长得枝繁叶茂，充满恒
久的生命力。

谈到地域性文学创作这个
话题，引用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刘
汉俊在“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
上致辞的两句话做一解读。第一
句“让心灵回归文学”。人类生存
的目的是什么？首先通过劳动满
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这是毋庸置
疑的。在今天我们满足了基本物
质生存的同时，精神生活的需求
就显得尤为重要。那精神方面的
需求从哪里来？刘汉俊的这句话
做了很好的诠释。纵观当今社
会，很多人在闲暇之余，如果让
心灵回归到文学这片沃土，把内
心积聚的情感通过文字的形式
表达出来，与亲朋好友、文人雅
士交流沟通，就能达到释放情
感、充实生活的目的。

第二句“让文学回归社会”。
语言文字自产生以来，历经演变
和进化，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起到
了关键作用，社会的文明程度也
因此得到快速发展。文学的一大
功能就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让真正丰富人类精神食粮的文

艺之花开遍社会的各个角落，促
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

地域性文学创作有了上面
两个基本的创作思路，作品就凸
显了正确的主题思想和灵魂，让
读者不知不觉进入作家的心灵
深处，得到普遍的认同感。这一
点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近年来火
热的作家李娟，她作为一个现代
著名的散文作家，地域性文学创
作的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她曾
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壤。新疆，作
为我国一个有着优美自然资源
和奇特民族风情的地方，文化资
源丰富多彩。李娟正是通过文学
的形式，把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
族文化展示给全世界不同语言、
不同肤色的各族儿女，达到各民
族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包容和
相互融合。她作品中自由奔放、
闲情逸致的文字表达方式，让身
处繁华都市、身心疲乏的读者眼
前一亮。阅读她的文字，仿佛身
临其境般置身在宽广无垠的大
草原，又好似坐在涓涓细流的小
溪旁，聆听一曲优美动听的歌
谣，让人赏心悦目。李娟的作品
在自己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道
心灵相通的桥梁，得到了读者的
普遍认同。其实，对生活的感悟
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情感体验，诸
如喜悦、激动、悲伤、失落、孤独
等情绪表现都会产生，只是不同
的人对待这些不同的情绪有着
不同的认识。充满正能量的文学
作品会把读者带入一个正能量
的精神世界，从而在生活中充满
激情，奋发向上，奉献社会，促进
社会文明进步。

正如一个评论家在评论获
鲁迅文学奖的车延高时这样说：
“一个优秀的作家，并不是看他

发表了多少文章，获得了多少奖
项，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在时代的
潮流中，为社会带来了多少社会
价值，是否对当下社会的文明进
步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所
以文学的社会功能应该是评判
文学作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古往
今来，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里的名
言金句都让人称颂，影响着人们
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爱国诗人屈原《离骚》
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
之多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
民的爱国情怀；范仲淹《岳阳楼
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一心为公的
豪情壮志；文天祥《过零丁洋》中
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
畏革命精神；李白《塞下曲》中的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表现
了不惧牺牲的崇高品格；杜甫
《自京赴奉先咏怀》中的“朱门酒
肉臭，路有冻死骨”揭示了当时
的社会现实，体现了诗人对贫苦
百姓的同情之心……诗人和文
学家都把自己的文学生命融入
国家的兴衰成败之中，为促进时
代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作为盐源本土的作家，在地
域性文化写作这个议题上，通过
上面的个人感悟，我想多少都会
引发大家的一些共鸣，只要我们
根植于生活的这片土壤，把我们
本土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民
族风情通过精练丰盈的文学表
达形式，展现给读者，引发读者
的阅读兴趣和情感共鸣，就一定
能够让我们的本土作家在鲜活
的素材中，提炼到真正有价值的
养分，让生活回归文学，让文学
回归到社会中去！

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是本土作家创作的灵魂
———本土作家谈区域性文学创作

石高铭（四川凉山州）

立夏（组诗）

范川（四川成都）

立夏，我只想守住这院里的花花草草
比如在墙角独放的三角梅，
从地板的夹缝里长出的绣球花
还有金黄的枇杷被飞来飞去的鸟儿啄食
这满院的爱与被爱肆无忌惮地暴露在蓝天之下
这纯净的蓝，
已然洗却昨日的阴霾
至于遥远的乡土以及乡土之上的万物
注定装不进奔走的行囊和奔波的岁月
回不去的不只是时光，
不只是山一程水一程的牵挂
此刻，只想借一壶略带苦涩的茶水
以立夏的名义，
敬我所爱的人，
敬我所热爱的生活

四月

你说，最美的时候是四月
但四月的天空没有你的影子
我猜想那一片金色的草滩
狂风依旧萧瑟，草木依旧枯萎
被冰雪覆盖的记忆仍未发芽
四月的美，适宜婉约的女子
如江南的幽怨和巴山夜雨的纠葛
在人民公园与一壶茶水相遇
相亲角的姻缘在尘世中喧嚣
看湖畔杨柳青，
听林中百鸟鸣
在静谧的空间静谧
在匆忙的人群中匆忙
你说，最美的时候是四月
但四月的最美里多了你的忧伤

暗角

我忘记所有的细节
唯有一处暗角涂抹生活
镜头掠过的是山与水的交融
天与地的依恋，花与草的热爱
是万物的生长和我对你所有的眷恋
在春与夏的交替，醉与醒的瞬间
像一次长夜来临却又遥遥无期
所有的色彩从艳丽走向暗淡
唯有一处暗角磨灭记忆
是我不能忽略的细节

拍摄

每一次拍摄都只有一个角度
无论时节或者阴晴
无论土地上生长的是油菜
还是小麦，玉米或者红苕
足以果腹的农作物都在目之所及
至于大河与小河的交汇
或者有过激荡的碰撞，或者
像一场无言的回归
在山与水的跌宕中从容如旧
季节与色彩坚持完美演绎
给予生灵千姿百态
给予时光万千斑斓
给予我每一次视线的停留

归途

山风低徊，夕阳西下
云层之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一座山峰的宁静与生俱来

所有的生长悄然进行
山涧清泉洗不尽尘世铅华
每一步台阶各安其命

从树的根部开始仰望
在路的尽头开始回望
所有的路过依然只是路过

看山，看水，看一场花开
等风，等雨，等一场梦的归来
归来，已不再是少年

海的故事

夜幕降临，月色浅淡
面朝大海倾听或者倾诉
一望无际的黑色，一波一波的潮涌

灯塔的光亮照不进幽深的海底
闪烁的词语走不进孤独的内心
跨越山河寻找的不只是阳光的背影

就像海的故事在风雨中飘摇
你的故事在酒杯中翻滚
而我，在一点一点地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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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春天，树枝上那些细碎的、
小小的花朵竞相开放，有桃花、杏花、梨
花、李花、樱花等各种类别。往细里分，
还有什么桃叶李、木瓜花、关山樱……
这些花朵开在高枝上，将天空也染得粉
粉白白，如同霞光。虽然近些年来城市
街头的这些花儿多是观赏品种，但从名
字就能读出，这些花儿还是要结果子
的。顺应大自然的规律，为了快些结上
果子，它们绽放后又迅速地凋零。这时
很多人看着那地面上的花瓣，忙着感时
伤春，但是春天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在
不经意的时候，芍药鼓出了花骨朵，渐
次舒展开自己的花瓣，为这春日带来了
又一轮的盛放。

芍药是贯穿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
种花。多少诗人为它吟诗作曲，极尽语
汇来赞扬它的美丽。名著《红楼梦》中
“史湘云醉卧芍药荫”一节可谓经典，近
些年也听到流行歌手的歌谣中吟唱着
“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我印象颇深的
则是唐人韩愈的《芍药》一诗：“浩态狂
香昔未逢，红灯烁烁绿盘笼。觉来独对

情惊恐，身在仙宫第几重。”写的就是他看到大片芍药花
盛开的场景。第一句写芍药的形态与气味，“浩态狂香”四
字中“浩”与“狂”字用得奇特，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芍药怒
放的情景，赋予了盛放的芍药一种艳丽的狂气，狂得浩
瀚，狂得气势盛大。“昔未逢”三字则说明这种“浩态狂香”
的景象是前所未见的，突出眼前芍药的难得。“红灯烁烁
绿盘笼”则是通过颜色的刻画，描绘出芍药花与叶相互映
衬，红绿对比，令人读诗如赏画，色彩的对比之中画面似
从文字中呼之欲出。颈联中“觉来独对情惊恐”，与前句
“昔未逢”照应，突出作者看到芍药花之艳丽后的惊讶，更
见芍药花的奇特，世间罕有。尾联“身在仙宫第几重”的意
思则是：九重宫殿之内，也是世人难以到达之处。这里用
了双关的手法，同时也指作者沉醉美景，仿佛身处仙宫之
中。

这首诗中最吸引我的，还是“浩态狂香”四个字，古人
极尽绮丽旖旎之词来描绘芍药，但韩愈却用“浩”“狂”二
字来描绘它，比起浸透着愁绪、描绘其娇艳的词汇来说，
这种往往用在树木、大风、海洋等广阔壮大的意象中的词
语更适合来形容它。每年暮春时节，无论是花田中栽种的
芍药，还是摆到花店中销售的芍药，开放起来都是一片连
着一片，呈千军万马奔驰之势。芍药的花瓣，大而宽厚，层
层叠叠，芍药的叶片，绿得深、绿得浓，与花朵互相映衬。
白色的芍药连成一片，如同白云朵朵，舒展天边；粉色的
芍药连成一片，如同粉红的浪潮，构筑出一片梦幻的世
界；紫红色的芍药，色重而凝，似乎可以伸出手去触碰芍
药深厚悠久的历史与情怀。就是盛开得这样热烈狂放的
芍药，在花市上十枝一捆，价格居然不贵。每到芍药花盛
开的季节，花市的地上、墙面上都摆满了，开得如此热烈
美好，养起来竟然也方便简单，城市里忙忙碌碌没办法种
花的人，只需要买来花市的芍药，放到水瓶里插好，就能
目睹它从含苞待放到灿烂盛开的过程，嗅闻它丝丝缕缕
的幽香。虽有人认为它不如牡丹尊贵，不如梅兰高雅，但
是这样的芍药便宜可亲。暮春时节，携一捧芍药回家，观
其热烈狂放地开放，为日常的生活增添几许生机。

芍药的热烈与俗气并存，这是一种融入生活气息之
中的热烈与俗气，恰如人间烟火。年纪越大，越觉出梅兰
竹菊般的君子之可贵，我乃是一介俗人，不若做一枝芍
药，热烈地开放，认真地活过这一遭，尽情地舒展自己的
力量，留下来过的痕迹。

浩态狂香的芍药，自己开得认真，他人看了也心生喜
悦，便在这世上与乐为伴吧。明年的芍药花季，我告诉自
己别忘了再买上一束芍药，让这种热烈、芬芳的氛围，芍
芍开放。

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执导
的《阿凡达》（Avatar）2009年于北美首映后，
于 2010年在中国内地首映，于 2021年在中
国内地重映，且于 2022年在中国内地上映
高帧率重制版。三次放映，第一部《阿凡达》
累计创造了 17.15亿元的中国内地票房（其
全球票房累计 29.23亿美元）。在某种程度
上，它在技术层面引发了中国内地的 3D、I原
MAX 影院的建设热潮，也从观影体验上将
电影业推至"3D 元年"。2022 年 12 月 16
日，同样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
系列二《阿凡达：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于北美和中国内地同步上映。作为
一部曾创造全球票房历史的电影的续作，凭
借其在技术与内容、形式与内涵、艺术性与
商业性等多方面的适配性操作，该片累计赢
得 23.20亿美元的全球票房（中国内地票房
16.97亿元，略逊于前作），居全球影史单片
票房第三，而其前作《阿凡达》则列全球影史
单片票房第一。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一
个导演执导的同一系列片的前作、续作，竟
同时跻身全球影史单片票房前三，的确令人
不得不击节称奇，并称赞其导演詹姆斯·卡

梅隆非同一般的想象力与表达力了。审慎
观之，《阿凡达：水之道》承接前作“天空人”
（地球人）与潘多拉星球的冲突背景，将故事
设定在杰克·萨利（Jake Sully，萨姆·沃辛顿
饰）与奈蒂丽（Neytiri，佐伊·索尔达娜饰）组
建家庭后，借纳威人、“天空人”、图鲲等多条
故事线索将家庭伦理缝合进科幻类型，使影
像世界在炫目视觉科技的加持下更显扣人
心弦的脉脉温情；而影片在将叙事空间由前
作的森林移至海洋后，“水”作为核心意象则
传递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在某种
意义上，这种人文思想的深度建构，似乎与
中国古典哲学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

技术与故事：
前沿科技探索与家庭温情叙事并重

自诞生以来，电影始终与科技的创造、
革新相伴。在类型电影中，科幻片与科技的
关系最为密切：不仅科技的发展会直接改变
科幻片的视听呈现形式，电影中科技元素的
巧妙运用与创新性探索也会推动科技发展
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电影叙事内

容与技术形式之间的微妙平衡。可以说，重
技术轻故事易造成“无意味”的视觉奇观的
简单堆叠，耗资巨大却无法给人带来更高审
美价值和道德情操的感染；轻技术重故事则
会模糊不同类型间的边界。

显然，前作《阿凡达》至今仍被广大影
迷津津乐道的原因便是其 3D 技术等科技
视听手段与故事剧情的完美融合。实际
上，续作《阿凡达：水之道》依旧沿此路径
进行创新探索。它采用的 CINITY 放映系
统融合了 3D、4K、高帧率、高亮度、广色
域、高动态范围、沉浸式音频等 7 大电影
放映领域的高新技术，创造出可满足人们
随时代进步而日益增长的视听观赏需求，
将影视技术的前沿性与实用性有机交融。
影片借“有意味”的视觉奇观满足了人们
的期待视野，并借多条叙事线的互动使电
影呈现出异于以往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
的伦理哲思。之于尤为重视家园且崇尚
“家国同构”情怀的龙之传人而言，《阿凡
达：水之道》对“家”“家人”“家园”的珍视
与呵护，无疑易获中国观众的认同。当然，
这似乎也与国人自古以来所秉持的“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谋而合。

丛林与海洋：
“敬爱家园”哲思内核的延续深化

很明显，《阿凡达：水之道》借杰克一家
寻求梅特卡伊娜族的庇护，进而引入“水”这
一重要意象。其实，将叙事空间设定为海洋，
既能使导演借对潜存诸多神秘未知物事的
大海的想象来灵活建构他的故事，而且随曲
就形、能屈能伸的“水”亦能恰切表达电影所
彰显或深隐的哲思。以往不少科幻片常在太
空探险、外星生命、科学怪物、智能机器、时
空旅行等题材的交织中营造“人类救世主”
的形象，但詹姆斯·卡梅隆却总是具有迥异
传统的批判反思精神———《阿凡达》系列一
开始便站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
《阿凡达：水之道》中，它借阿凡达们的奋起
反抗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设置，具象表征着敬
爱家园、敬畏自然的题旨内核。

毋庸置疑，“森林”与“海洋”是自然界最
重要的代表，《阿凡达》一、二部的叙事空间
分别聚焦“森林”和“海洋”，自然既标识导演

有意打造的“阿凡达宇宙”的内核，亦是系列
电影具有可持续生命力必不可少的依
托———有关于此的创新与延续才会具有为
受众广泛认知的力量。此外，片中“海洋”并
非只是一种自然资源，更是潘多拉星球土著
人的精神力量之源与永恒的心灵寄托———
在此意义上，海洋也有了更多的哲学意义。
所以说，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何种栖居生命
的星球，心存良善、慈爱万物、敬畏自然都应
是生灵之圭臬。唯此，空间才不会成为绝境，
生命才不会休止。

在国产现象级科幻片《流浪地球》首映
的 2019年被中国电影学界泛称为“中国科
幻电影元年”。2023年，《流浪地球》续作
《流浪地球 2》上映并斩获 40.29亿元的国
内高票房（其海外票房也超过 1亿美元）。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产科幻片已取得
了一定的进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阿凡
达：水之道》的中国式温情表达与哲理传
递，应对国产科幻片的创作实践及未来发
展有所启示。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省电影家

协会副主席）

岭南的雨总是在晚上到来。
当然，白天也有。天气预报明明说没

雨。一切安好，朗晴白日。穿着短裙的女
孩儿，高跟鞋，在树下咔咔地走着。一个
妈妈骑着共享单车，和孩子一起慢悠悠
地前行着。

忽然，一片云彩悄悄地飘来，哗啦一
下子，瓢泼大雨就没有商量地浇下来了，
连躲闪的时间都没有，只好手里有什么
东西就使什么东西，挡在头上，瞬间全身
湿透。还没来得及抱怨，雨停了，好像谁
跟你开了个玩笑。湿透的女孩子继续往
前走，妈妈和孩子也都湿透，这种不好笑
的玩笑，一年四季总有那么几回，夏天尤
其多。

岭南的雨水，真是太频繁。更多的雨
是在晚上到来。刚开始像风吹树叶的声

音。每个小区里都种满了树，棕榈树最
多，也有芒果树，还有木瓜树。木瓜树多
不是刻意种的，不知是谁，扔在地上几颗
木瓜籽，一两年时间，就郁郁葱葱地长起
来，隔着窗户露出半个身子。

树叶很密集，尤其棕榈叶，长而尖
锐，一片挨着一片。挤挤插插，也不嫌热。
风一吹来，唰唰唰地响，搞不清它们在说
什么，只知道它们在不停地说，一天到晚
地说。白天人声嘈杂，淹没了树叶声。傍

晚以后，天色渐暗，各种声音疲惫了，要
停歇了。叶子们的声音便凸显出来。细
听，有时候是雨。雨打在树叶上，乐观的
人可以想到一首歌，树叶和雨声经常混
淆。是阴是晴，在晚上看不清，只能凭声
音听。

北方的夜，一阵秋雨一阵凉，飘零的
黄叶从肩头掠过，凄清、落寞。岭南的夜
雨不冷，一个晚上的忙碌，连一摄氏度的
热情都降不下。温吞吞的热，自始至终。

整整一个晚上，都是一个节奏。有时候突
然变得很急，像马拉松最后的冲刺，一步
比一步紧张，但终究不会乱了步伐。

雨里有一种情绪，自带的文艺范儿。
半夜的雨，是青涩的，感伤的，轻灵的，拘
谨的。如同年轻时的恋爱，但有一种淡淡
的撞不破的诗意。到了早晨，疏懒了，放
开了，不再是夜雨，是另一种雨。

当年陈力唱的《红楼梦》组曲，《葬花
吟》《题帕三绝》《分骨肉》等，歌者与主人
公们几乎结合在一起，“眼空蓄泪泪空
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鲛绡劳解赠，
叫人焉得不伤悲。”多愁善感，弱不禁风。
那种无尽的忧伤浸润听者的全身。

后来知道，陈力是我曾经生活过的
某个城市的人。我愿沉浸在她的歌声里，
就像沉浸在岭南的夜雨中。

王国华（广东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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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达：水之道》：中国式的温情表达与哲理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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