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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我总觉得离地面太近
喜欢父亲将我双脚
架在他的肩上
那一刻
我突然感到高出一截
仿佛比父亲还高出一头
此时的我懵懂
只渴望眼中的世界
能与父亲一样辽阔
却从未想过要超越他
然而，时间像一位沉默的大力士
拽着我的头发
将我一点点拉向高处
我渐渐长大
伸手便能触到
父亲从未够着的天空
但这并非我的本事———
父亲曾说，岁月会一天天
压缩他的骨骼与肌肉

若将这压缩的长度化作高度
叠加在我身上
我们便能站得更高
望得更远
如今，花甲之年向我奔来
父亲的愿望在我心中持续发酵
想起儿子还在北方打拼
我便抬头望向冲破云层的太阳
在微信里写下叮嘱：
“儿子，北方寒冬雨雪多，
别错过与阳光亲近的日子。”
儿子回了一句：
“老爸，天晴了，我去登山。”
望着屏幕
我仿佛看见他站在山顶
阳光洒满他的肩头
恰似当年的父亲
又如同曾经的我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哪吒 2》火爆全球，观众津津
乐道的看点之一，是其中的“川味”。
《哪吒 2》融入四川文化元素和人文
精神的巧思，为电影增加不少“笑
果”，也成为影片的独特记忆点。

爆款为何在四川？从产业角度
能看到更明晰的答案———

“一杯咖啡的距离”
串联起产业链上下游

《哪吒 2》诞生在四川加快培育
数字文化产业形成的沃土上。在这
场全国动画企业的集群作战中，除
《哪吒 2》第一出品方可可豆动画，
还不乏许多四川本土企业的身影，
如可可豆动画的“邻居”，同样位于
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
的墨境天合、千鸟动画等。天府长岛
数字文创园内，还有腾讯新文创总
部、网易雷火工作室、AG电竞、完美
天智游等 60余家数字文化企业，聚
集从业人员约 6000人，形成协同创

新产业生态。可以说，这个园区以
“一杯咖啡的距离”，串联起动画产
业链的上下游。
“我们与可可豆动画离得近，两

家公司交流非常频繁。着急时，直接
带着硬盘上门拷贝数据。”墨境天合
创作团队回忆创作《哪吒 2》的细节
时感叹。

放大来看，《哪吒 2》的诞生，也
是四川在加速打造“动漫产业圈”进
程中，围绕聚力强链补链、加速全产
业链发展的成果：以成都为核心，四
川先后引进腾讯、爱奇艺、网易等头
部企业，培育可可豆动画、艾尔平方
等近 400家本土动漫游戏企业，每年
举办超 200场动漫展会，孵化《汉化
日记》《十万个冷笑话》《遮天》《那年
那兔那些事儿》等动画作品，诞生了
手游《王者荣耀》等现象级爆款产品。
近年来，随着国家级游戏动漫产业发
展基地、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
地、全国首家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
发展基地、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

地等“国字号”基地落地成都，四川成
为全国动漫游戏产业版图中重要一
极。数据显示，2024年成都全市文创
产业增加值突破 2800亿元，新文创
活力指数位居全国之首。

打造产业链共同体
服务上下游企业共成长

《哪吒 2》的出现，得益于省市
区联动推出系列支持政策的托
举———近年来，省市区先后出台一
系列支持政策，覆盖内容创作、数字
制作、传播运营等环节。

四川每年安排资金 3 亿元，启
动实施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精品奖
励，《哪吒 2》便是扶持项目之一，在
内容创作阶段就收到真金白银的支
持。2023年，经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申报，“哪吒”系列第一部《哪吒之
魔童降世》获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
奖最佳动漫作品奖。近年来，可可豆
动画也先后获成都市和成都高新区

给予的办公场地、影片上映奖励等
多项综合扶持。

让更多优质产品不断涌现，记
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抓
住《哪吒 2》火爆出圈契机，今年四
川将进一步聚焦数字文化产业创新
发展和产业链健全完善，围绕动漫
产业延链强链补链，重点支持骨干
数字文化企业发展，分层分类梯度
培育企业，发掘、培育、壮大“链主”
企业，加强资源、市场、人才对接服
务，打造产业链共同体，服务上下游
企业共同成长。

下一步，四川将加速打造一批
线下数字文化消费场景，推动更多
“数字文化 +”新场景落地。同时，还
将大力推动动漫与文学、演艺、音
乐、影视、旅游等深度融合，发展品
牌授权，开展跨界合作，围绕动漫产
品的首映、首播、首展等活动，搭建
线上线下立体消费场景，让动漫成
为首发经济的新亮点。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梦琳

本报讯（记者 李艳）2月 19日，记
者从四川省川剧院获悉，筹备已久的大
型川剧《晏阳初》已正式启动排演。这部
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当代价值的剧目将
于 4 月份在巴人文化艺术节上与观众
见面。“作为文艺工作者，传承和弘扬先
辈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日前，
在川剧《晏阳初》排演启动会上，四川省
文联主席、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如
是说道。
《晏阳初》是一部以中国平民教育

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为原型创排的
现代川剧作品。晏阳初祖籍四川巴中，
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他的“平民
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对教
育普及和农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为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
鉴经验。

本剧创作团队先后前往晏阳初故
居、河北定县等地采风，收集掌握大量素
材，形成剧本。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副主
席、巴中市政协副主席秦渊主笔编写剧
本。秦渊介绍，《晏阳初》以晏阳初在乡村
推行平民教育的艰难历程为主线，穿插
他与当地百姓的感人故事，运用了回忆、
倒叙等叙事手法。剧中设计了几个性格
各异的村民角色，他们从对知识的懵懂
抗拒到主动求学，体现出晏阳初教育理
念的影响力，也让观众能在川剧锣鼓声
中切身感受平民教育理念的力量。
“作为文艺工作者，传承和弘扬先

辈精神是我们的责任。晏阳初为平民谋
福祉的事迹感人至深，川剧《晏阳初》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我们有决
心、有能力将其打造成一部文艺精品。
目前排演工作已紧锣密鼓开启。4月份
的巴人文化艺术节上，观众就能领略这
部剧的独特魅力，相信它必将对推动川
剧艺术发展、传承巴渝文化起到积极深
远的作用。”陈智林满怀信心地表示。

用现代川剧的形式传承晏阳初留
下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既是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务实举措，也是打响当
地区域文化品牌的标志性事件。据悉，
近年来，巴中将“晏阳初故里”作为全
市三张文化名片之一，巴州区深入挖
掘晏阳初文化资源、深化晏阳初文化
交流合作，建成了晏阳初文化广场、晏
阳初大道、晏阳初实验学校等地标性
文化工程。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
方，

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因此走出了这迥异的旅

途。”
这是罗伯特·弗罗斯特在

《未选择的路》中的诗行，展现了
现实生活中人们处在十字路口
时难以抉择的心情。然而，人的
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做出抉择的
过程。在诗中，诗人选择了一条
人迹稀少、布满荆棘的道路，这
条路让他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从家到我工作的单位也有
两条路，一条路是人们常走的人
行大道，呈迂回的半圆形，平坦，
耗时稍长。另一条路属于背街小
巷，走的人不多，地势起伏，呈 V
字形，一段上坡，一段下坡，距离
稍短，可以节省几分钟到十分钟
的时间。

我常常跟着众人，不加思考
就会选择走人行大道。由于从众
心理，地势平坦的路走起来更轻
松，不费力，而走在那条背街小
巷的上坡路段，腿软、气喘。特别
是想到那段上坡路，或者是在坡
底仰望坡顶时，总觉得路途迢
迢，一丝畏惧油然而生。这也印
证了一句话：困难是想象出来的
怪兽，人类对困难的想象力远大
于对自身能力的想象。

只有出门较晚，时间仓促的
情况下，为了节省时间，我才会
选择走那条有坡度的路。事实
上，即便延迟十分钟出门，在那
条路上，我也可以从容地一边走
路，一边抬头看着绿云般的树
冠。路两旁的小叶榕树已经很有
些年头，间隔三五米一株，枝繁
叶茂，四季常绿。走在树下，夏天
可以遮挡炽热的阳光，留给我一
地阴凉；雨天则可以为我挡住丝
丝细雨，不撑伞而衣不湿。

前几日我走在背街小巷长

着青苔的石板路上，看到不知名
的花瓣飘落满地无人扫，像一个
个音符，延伸出数米远，黄澄澄、
金灿灿的颜色，似乎每一朵都在
用心用力歌唱；又像是从李清照
词集里逃逸出来的小令———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黄瘦。清新隽
永，婉约俊逸，惹人怜爱。起初我
以为是从小叶榕树上掉下的花，
再一看，不对啊，花期花形花色
均有别。仔细查看，原来是路旁
小区高处花坛垂下来的如瀑布
般的迎春花，一半洒落，一半犹
在枝头。我情不自禁驻足，拍下
几张美照。只有走在这条有坡度
的路上，我才能收获如此风景。

同人行大道并行的是一条
宽阔的公路，车流量大，路两边
植物稀疏，枝干瘦小，尚未长成。
目之所及，不过车流穿梭；耳之
所闻，一路车声喧哗。恋人揽腰
并行，若想喃喃细语，非得走过
这段路拐进幽僻之地不可。喇叭
声嘹亮激越，此起彼伏，高亢如
斯，哪容得你低声私语？

即便如此，只要时间来得
及，多数时候我还是不知不觉就
走上了这条平坦的路。或许正像
有人说的一句话，舒适是本能，
打破舒适是本事。

诗人弗罗斯特的诗歌之路
就像他在《未选择的路》中写的
那样，他放弃了教书的职业，对
很多人而言，那可能是一条平坦
通畅的生活道路，而他选择了写
诗这条充满了幽寂荒凉的路。人
生的岔路不可能两条都选，明知
其中一条可能走起来更艰难，他
却还是选择了它，于是走出了迥
然不同的人生。

走众人走的路，还是走人迹
更少的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
诗不是答案，每个人认真思考后
做一个决定，选择其中一条就好
了。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綦江区

文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解锁 AI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新模式 绵竹年画“跃然于屏”

□李露平高明山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近段时间，当市民们拨打电话
时，手机屏幕会瞬间被一幅幅栩栩
如生、绚烂多彩的四川绵竹年画所
占据。这些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的视频彩铃，不仅令人眼前一亮，更
在不经意间传递着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独特魅力。

笑意满面的财神，手执“恭喜
发财”的红绸横幅；各式各样的灯
笼和鱼儿装饰点缀在笑意盈盈的
年画娃娃周围；一人手舞双鞭、一
人手握双剑，两者一动一静，一刚
一柔，相互映衬……打开“咪咕音
乐彩铃版”APP，在搜索框中输入
“绵竹年画”关键词，5 条“绵竹年
画”系列视频彩铃便映入眼帘，每
一条都蕴含着浓郁的民俗风情和
艺术韵味。这些 AI视频彩铃以绵
竹年画为主题，通过生动的动画和
悠扬的音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
日，绵竹年画作为“春节———中国人

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这一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一
部分，如何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绵竹在探索
中创新，在创新中探索，力求在尊重
传统的基础上，赋予绵竹年画新的
生命。

今年年初，中国移动咪咕携手
中国博物馆协会和绵竹年画博物馆
共同推出的“智绘年画”系列创新项
目，为绵竹年画的保护和传承打开
了新的方向和思路。该项目利用 AI
生成技术，将绵竹年画的经典元素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作出了《福娃
戏鲤兆丰年》《双扬鞭》《财神到》《多
福多财》《绵竹年画新春送福》等 AI
视频彩铃，充分展现了绵竹年画浓
郁的地方特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
特韵味，传递着中国春节的仪式感
与浪漫情怀。
“为了庆祝春节申遗成功，我

们组织绵竹年画代表性传承人进
行了新年画的创作，并选取了部分

作品参与中国移动咪咕‘智绘年
画’的创新项目。其中，我创作的
《福娃戏鲤兆丰年》是以传统年画
娃娃的形象，融入了现代插画的技
法，加上彩灯、鲤鱼、荷花等吉祥的
元素，营造出春节热闹喜庆的气
氛。”绵竹年画博物馆馆长李悦告
诉记者，绵竹年画入驻中国移动咪
咕音乐视频彩铃是创新绵竹年画
推广方式的一次有效探索，也为大
力推广和提高绵竹年画知名度开
辟了全新的渠道。

此前，为了拓宽传统文化传播
的广度，绵竹年画博物馆加强了与
温州美术馆、中华彩灯博物馆、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博物馆、美术
馆的联系和合作，开展了一系列专
题展览和跨地域的借展活动。但传
统文化需要积极寻求创新路径，打
破固有的壁垒，以便更好地融入现
代生活。接下来，绵竹年画博物馆将
进一步融合现代技术，并巧妙借用
新兴的媒体平台，对绵竹年画进行

全方位、多层次的推广与创新，让绵
竹年画走出地域限制，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

据悉，近年来，绵竹市以年画文
化为基底，积极推动绵竹年画的保
护、传承、传播、转化和创新。不仅连
续成功举办了 24届绵竹年画节，擦
亮了“到绵竹过中国年”的城市文化
品牌，还积极推进“非遗 +”融合发
展模式，对绵竹年画资源进行整合、
优化和开发，建成国家 4A级旅游
景区“中国·绵竹年画村”，打造“画
境绵竹·年画里”乡村旅游综合体，
推出艺术体验游、历史文化游、休闲
度假游、研学主题游等 6条精品年
画旅游线路。同时，还携手四川广播
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匠心打造《寻画
绵竹》系列纪录片，并通过与四川顺
丰速运有限公司合作，设计并制作
含有绵竹年画元素的文件封、包装
胶带、快递箱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传
播范围，推动绵竹年画传承创新，融
入当代、走向世界。

与阳光亲近
唐代贤

两条路
张绍琴

《哪吒 2》火爆全球背后是四川深耕数字文化产业的一次集中爆发

产业沃土上集群作战育“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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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大巴扎里，

有一个关于“馕”的博物馆，这里展
示了馕的丰富历史和多样性。馕是
一种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食物，大
都呈圆形，中间薄、边沿略厚，中央
戳有许多花纹。馕这种面食已经有
2000多年的历史，根据食材和用途
的不同，馕可以分为四大类：面馕、
油馕、馅馕和形馕。特别是那些带有
芝麻的馕，口感独特，非常美味。

博物馆中还特别提到了阿凡提
馕，这是阿凡提故事中不可或缺的
元素。阿凡提馕耐保存、营养丰富，
陪伴着小毛驴穿越沙漠，走过乡间
村落。新疆的馕不仅仅是美食，更是
一种生活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每
一口馕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
底蕴，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品味。

周钰摄

新疆馕文化博物馆
开启美食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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