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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女孩阮河
用镜头记录山城烟火人间

“重庆是一个大舞台，我是导演，每个
人、每棵树、每座建筑都是我的演员。”重
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23级本科
生阮河说，这是她举起相机的第五个年
头。从越南河内老城的青石巷来到重庆，
走进梯坎巷道，通过镜头记录世界的变
化，始终是她与世界对话的独特方法。

最初半年，阮河的镜头对准的是重
庆繁华的都市景象，街头巷尾高低错落
的建筑和热门景点的璀璨灯火。照片数
量日益增长，而阮河却在某个整理照片
的深夜惊觉山城的美不应止步于此，那
些完美构图的背后似乎少了跳动的灵
魂，于是阮河开始捕捉那些微小的瞬间，
用心感受这座城市的真正魅力。

渐渐地，阮河的照片逐渐褪去游客
视角的猎奇，转而用平视的温柔聚焦。
她用影像档案构建着她的“山城演职员
表”——凌晨3点火锅店后厨不锈钢台
面上叠起的碗碟倒映着窗外灯火；暮
色里的棒棒军卸下扁担，宽厚的脊背
在阶梯转角处投下剪影；早班车挡风
玻璃后，司机布有红血丝的眼睛直视
前方穿透黎明前的黑幕……当大家
还在洪崖洞追逐网红机位时，她已钻进
梯坎褶皱，用快门凝固那些未被聚光灯
照见的“配角”人生。她说：“重庆人很热
情，身上总有一种活力。他们都在认真
生活，活得很热烈。”

阮河认为，重庆繁华魔幻，每一个生
活在这里的人都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
是他们蓬勃的生命力造就了山城烟火。
阮河取景框仍在等待下一个故事，她知
道，在这座永不落幕的舞台上，每个认真
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特写定格，因为他们
的日常史诗，本就是时代最鲜活的注脚。

越南女孩陈庆玲
把铜梁龙舞当作灵感之源

陈庆玲也来自越南，现在是重庆大
学新闻学院的留学生。她中文流利，喜
欢舞蹈。她的一个理想是把铜梁龙舞的
绸缎技法融入越南四灵舞，“让四大灵兽
龙龟和凤凰在舞台上对话。”

“重庆的舞蹈和越南的舞蹈很不一
样，重庆舞蹈的包容性很强。”记者在采

访陈庆玲时，她说得最多的是比较重庆
与越南的舞蹈，“重庆的舞蹈与越南传统
宫廷舞不同。”早在读中学时，陈庆玲就
在社交媒体上了解到，重庆舞蹈多以街舞
和广场舞为主。重庆街舞个性和创造力
十足，但让她大受震撼的却是重庆人民对
于广场舞的热情，“重庆的广场舞甚至有
专门的集中展演，这样的热情我只在爱跳
越南摇舞（V-pop Dance）的越南年轻人
身上见过。”这种脱胎于越南传统民间舞
的现代舞种，通过社交媒体在Z世代中爆
红，将传统劳作的肢体语言与电子乐结
合，成为越南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符号。

“原本我只对重庆的现代舞蹈有着比
较高的热情，但重庆铜梁龙舞让我眼前一
亮。”来到重庆之后，出于对舞蹈的追逐，
陈庆玲开始向身边人问起重庆本土的舞
蹈活动。机缘巧合下，她了解到了经常在

重庆传统和节日中表演的铜梁龙
舞。这个发现让她想起故乡的麟
狮舞——每逢春节，河内三十六行
街总会上演类似的祥瑞之舞，重庆
的龙则更显磅礴气势。“铜梁龙舞十
分灵活大气，尤其是龙灯舞，看的时
候只觉得龙在我眼前翻腾飞舞，表
现力满分！”热衷于舞蹈的她看过相
关视频之后，又增添了学习新舞种的
计划。

2024年12月，重庆大学新闻学
院的迎新晚会上，陈庆玲跳了一曲越南
舞蹈。短短几个月过去，陈庆玲融合两
地的舞蹈越来越有信心。重庆是一座
舞动的城市。山城的舞姿映在陈庆玲的
眼中，留在她的心中，如同山城的灯火跨
越千里，落在红河与湄公河的水面上。

老挝女孩赵泠蕊
从南欧江到重庆的逐光之旅

赵泠蕊来自老挝，她现在是重庆大
学电气工程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电气工程是重庆大学的强项之一，赵泠
蕊很庆幸自己能来这里读书学习，重庆
夜晚的满城灯火让她难忘。

南欧江是老挝境内湄公河最大支
流，在雨季裹挟着红土，在嶙峋山体间切
割出蛇形河谷。赵泠蕊的家在南欧江
畔。她回忆7岁那年，她看到中国工程
师在南欧江开始建设梯级水电站。“钢构
骨架上展开设计图，发黄的图纸在季风
中不断震颤。我父亲告诉我说，等水电
站建好，咱们就有永不熄灭的灯了。”父
亲的这句话刻进赵泠蕊的记忆深处。这
句话最终化作她选择电力工程的原动
力。十余年后，这个老挝姑娘攥着重庆
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录取通知书，在万米
高空俯瞰山城夜色——鳞次栉比的楼宇
灯火通明，那正是她追寻的光。山城的

璀璨星河倒映在她的眼底，与记忆中南
欧江的粼粼波光交相辉映。

2024年11月18日，重庆大学国际文
化节的展台上，一座等比缩小的南欧村水
电站模型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赵泠
蕊整理了一下银线刺绣的老挝传统新裙
的腰带，将模型传感器接入模型控制终
端，展台顿时水流声变得湍急，涡轮叶片
正卷起模拟澜沧江的水流。赵泠蕊轻摁
传感器，微型发电机立刻在玻璃河道中点
亮微缩建筑模型。而赵泠蕊想做的，是把
这个水电站放大再放大，最终她能够像启
动这个小小装置一般，点亮自己的家乡。

这座等比微缩的水电站模型，正是点
亮南欧江畔的七级电站之一。赵泠蕊指
着微缩模型中蜿蜒的模拟河道说：“这座
机组下游三公里，就是中国电建与老挝为
我们建造的新家园。”三十座移民新村、两
千三百户家庭，在七年时光里沿着南欧江
次第生长。中国工程师带来的不仅是永
不熄灭的灯火，更带来了校舍、道路等一
应基础设施。作为从移民新村走出的大
学生，她接通的不仅是两个流域的文明电
流，更激活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关于希望
的核心代码——那些被照亮的从来不只
是夜晚，而是跨越山海的技术共享之路，
是发展中国家携手描摹的永续发展光谱。

“西南地区70%输电损耗源自地形
褶皱。”课堂笔记里夹着老挝地图，赵泠
蕊用红笔勾画出相似的地貌褶皱。实验
室的示波器曲线，常常叠映着南欧江七
级电站的梯级调度图。当研究川渝特高
压电网时，她总会问：“这样的技术能适
应老挝的热带季风气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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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三名姑娘用镜头、舞姿和梦想追寻山城——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越南姑娘阮河

迎新晚会上，陈庆玲
带来个人舞蹈表演。

在两江润泽的山城重
庆，每一个转角都是故事的
舞台，每一束灯火都在召唤

远方的追光者。来自东南亚的三名异
乡姑娘以异乡人的敏锐与热爱，穿梭于
山城的台前幕后——捕捉重庆的市井
烟火气，体验重庆文化。阮河每一次按
下的快门都是独属异乡的敏锐捕捉，无
论是山川风光还是平凡人物，都被她的
镜头逐一定格；陈庆玲每一次舞姿的律
动都是跨越文化的热烈碰撞，从以舞为
媒到灵感迸发，她永远期待着更大的舞
台；赵泠蕊每一次实验的调试都是儿时
愿景的声声回响，当她归乡之时，重庆
将赠予她最好的知识行囊。

来自异乡的人们与重庆的相遇就
像朝天门码头激起的浪花，在青砖石壁
上留下独一无二的冲刷痕迹。而这座
城市的魔力，恰在于它的包容与活力，
能让每个追光者书写属于自己独特的
山城剧目。

重庆大学国际文化节，赵泠蕊身着老挝

传统新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