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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山长卷
“这座城市是垂直的，像是进入

了异空间。”

飞机降落在江北机场，卢佩达坐上出
租车前往重庆大学，开始自己在重庆的“穿
越”之旅。卢佩达的手机导航也开始“抽
风”——代表她位置的蓝色箭头在3D地图
上疯狂旋转，完全失去了方向：她意识到自
己正踏入一个完全颠覆认知的视觉王国。

从车窗外望去，层叠的高架桥宛如游蛇，
横架在群山之间。“几座桥叠在一起，居然有
着三四层，就像是在叠积木一样，像是进入了
异空间。”与印尼平坦大地上低矮、平铺的建
筑截然不同，这些高架桥在山峦间肆意穿
梭。回想起初见这一幕，卢佩达仍然满心都
是震撼。惊叹之余，她也不禁感慨，重庆的魔
幻，源于自然的馈赠，更源于重庆人民的创造
力。这座城市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靠着人
们的辛勤与智慧建设出来的。在这里，每一
寸土地都写满故事，每一盏灯都是建设者留
下的星火。“这不仅是建筑的胜利，更是人类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奇迹。”卢佩达说。

在印尼迷路时，只要朝着大海的方向
走，总能找到出路，可重庆的道路却复杂得
让初到重庆的卢佩达摸不着头脑。而真正
让她理解何为“8D魔幻”的，是一次寻找咖
啡馆的经历。导航显示目的地仅20米远，
可她却像陷入了迷宫，绕了三圈都没找到
目的地。遍寻无果后，“有个穿花衬衫的孃
孃突然拍我肩膀，指着头顶说：‘妹儿看天
上！’”卢佩达至今不能忘记当时的震撼，

“我把手机举起来，对比了一下导航的位
置，一开始都还没敢相信，终点明明就在我
的前方，怎么可能在我头顶。”这样的布局
完全打破了卢佩达以往对空间布局的认
知。在印尼，空间是水平延展、逻辑清晰的，
而重庆这种垂直与水平交错、立体且充满
隐藏路径的空间，就像一个充满创意的视
觉谜题。每个转角、每处高低差都可能藏
着新的“画面”，让卢佩达仿佛走进了一个多
维的视觉世界，每一次探索都像是打开一
扇通往新场景的大门，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当她终于捧着冰美式坐在露台时，脚
下是错落的青瓦屋顶，远处是朝天门码头
的轮船，而刚才指路的孃孃正在楼下晾晒
着衣物。从小巷的烟火到城市的宏伟，重
庆的视觉叙事在方寸之间完成了从细腻到
磅礴的跳跃，在她眼前展现出一角。

穿越折叠空间
“人在站内行走，就像在穿越天空。”

重庆轨道交通既能穿山过河，也能驶
入卢佩达的心里。她曾不止一次在视频网
站上看到穿楼而过的轨道列车，对这声名
远扬的一幕感到非常惊奇：“像是进入了一
个不真实的世界。”

第一次去李子坝看轨道穿楼的时候，
卢佩达整个人都蒙了。站在观景台上，旁
边的大哥突然喊“来了来了！”她一抬头，列
车“唰”地驶入楼中的站台，就像被吞进黑
洞。等到卢佩达亲身乘坐轨道交通的时
候，这种惊奇感更加明显，如同穿越时空隧
道，片刻之间，光景骤然变化。轨道列车转
弯时，楼群、街道、灯光的位置瞬间变换，如
同交换拼图般不断冲击她的视觉神经。

作为视觉传达设计的学生，卢佩达对
空间的感知尤为敏锐。她将重庆的魔幻拆
解为“视觉的蒙太奇”：轨道交通是动态的
线，楼群是凝固的面，而错落的灯光则是跳
动的色彩。视觉被此起彼伏的楼层不断切
割，让卢佩达想起家乡拼贴画般拼接在一
起的低矮平房，不同的是，重庆的魔幻是生
长着的、呼吸着的，这样的视觉感受更是欢
快的，灿烂的。

这种超现实体验在烈士墓站达到高
潮。走进轨道交通1号线烈士墓站，映入
卢佩达眼帘的便是高大的穹顶，用简洁的
涂鸦呈现出了蓝天白云与翱翔的雄鹰，线
条简明而流畅，画面肆意又奔放。热烈而
奔放的色彩，将墙壁、阶梯装点得绚烂缤
纷，让她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第一次见真的十分惊奇。”卢佩达在
印尼从未见过类似的场景，她马上举起手
机，捕捉下了这份“生长的艺术”。在她眼
中，重庆的魔幻不仅是静态奇观，更是一种
流动的创造力：轨道列车穿山过河，涂鸦隧
道将地下空间变为天空，人对视觉的感知
陡然被放大，不再受到空间的约束。

穿越光影棱镜
“那一刻觉得，重庆无疑是浪漫的。”

洪崖洞的夜景让卢佩达第一次感受到
“光的重量”。傍晚时分，她站在千厮门大
桥上，看着吊脚楼的轮廓灯逐层亮起，宛如
金色瀑布从夜空倾泻。

卢佩达说：“在印尼，夜晚的灯光是柔
和的，重庆的灯光却很魔幻。”海滨城市的
灯光总是围绕着港湾温柔地铺开，渔火则
星星点点地镶嵌在不远处的海面。与印尼
灯光的柔和不同，重庆的灯光既活力又奇
幻，又因为吊脚楼这种传统建筑的加入，夹
杂着一丝文化的韵味。

深入这座“立体夜市”后，魔幻感更加
强烈。她在四楼天台拍江景时，更高层飘
来火锅的香气，像一串飘浮的标点；转身想
买柠檬茶，发现摊位竟嵌在通身的栈道里，
像是突然跳出的惊叹号。抬头望去，一轮
明月正好悬在吊脚楼飞檐之间，楼体灯光
将其染成温暖的琥珀色。建筑、灯光、江
水，各种元素巧妙融合，构成一幅超现实的
画面，恰似精心布置的舞台，向卢佩达奏出
独属于这座魔幻之都的视觉交响。

而洪崖洞的奇幻视觉叙事，正被科技
赋予新的篇章——无人机灯光秀的常态化，
为这份浪漫添上了未来主义的注脚。虽然
卢佩达之前未能亲临现场，但手机屏幕上的
画面已足够震撼：数百架无人机在夜空中绽
放，光芒如星辰流转，时而化作绽放的花朵，
时而拼出“2025”的矩阵，科幻感与仪式感扑
面而来，将重庆的浪漫从吊脚楼飞檐延伸至
星月天空。因此，卢佩达决定要成为无人机
灯光秀常态化之后的第一批观众。

“在印尼，美是铺展开的画卷；在重庆，
美是折叠的盲盒。”卢佩达曾在自己的朋友
圈这么写道。如今，这个来自千岛之国的
姑娘，手机里的天气应用保存着两个地方：
一个是印尼泗水市，湿热绵绵；一个是山城
重庆，云雾缭绕。她说这是最浪漫的双向
奔赴——当赤道的季风遇见山城的云雾，
便书写出了跨越纬度的视觉诗篇。

这是卢佩达来到重庆的第二年，重庆
这座城市对她来说，依旧藏着数不清的未
知惊喜。这座魔幻山城正以永不枯竭的创
造力，将人类的想象化为现实。卢佩达知
道，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新的灵
感，而她，一个书写魔幻重庆手札的印尼女
孩，会一直在寻找这种灵感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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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印尼女孩跨越山海的视觉诗篇

在其他地方，美是铺展开的画卷
在重庆，美是折叠的盲盒从今年4月开

始，重庆在中心城
区两江四岸核心区

域正式启动无人机灯光秀常
态化展演。科技与艺术交融
的“天空魔术”，不仅为山城夜
色增添了未来主义的色彩，更
成为重庆这座“8D魔幻之城”
向世界递出的新名片。在得
知这一消息后，印尼女孩卢佩
达便萌生了要去现场观展的
想法。这是因为，搜集重庆的
视觉片段早已成为卢佩达生
活的一环。

卢佩达来自印度尼西亚
东爪哇省泗水市，是一名重庆
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留
学生。在世界版图上，印度尼
西亚，这个被称作“千岛之国”
的地方，地势平坦，火山、森林
与大海交织成开阔的画卷。而
在遥远的中国重庆，山峦起伏，
城市依地势而建，高低错落，仿
佛一座天然的立体迷宫。两地
之间巨大的异质性吸引着卢佩
达，她渴望从重庆这座中外闻
名的魔幻之都中汲取学习灵
感。为此，卢佩达一路向北，奔
赴山城。

于是，一场关于视觉的跨
纬度对话悄然展开——赤道
的季风裹挟着椰林与海盐的
气息，撞进山城氤氲的雾霭，
卢佩达在行走中书写着她的
重庆手札。印尼的安宁静谧
与重庆的立体狂想，在季风与
迷雾、渔火与灯光秀的交织
中，编织成一篇关于探索、惊
奇与灵感的山海诗章。

卢佩达

卢佩达拍摄的重庆高架桥

卢佩达观赏洪崖洞夜景

立夏刚过，五月的重庆，三角
梅如约绽放，将山城装点成一片热
烈的红色海洋。最近，市民如果乘
车经过两江新区金渝大道汽博中
心附近、盛兴大道环山隧道至重庆
园博园沿线、江北区海尔路、渝涪
高速唐家沱立交至东环再到人和
立交一线，随处可见三角梅成片开
放，形成壮丽“花瀑”，吸引市民和
游客争相打卡，成为城市生态与人
文交融的亮丽名片。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
军 摄影报道

十万株三角梅开成“瀑”扮靓山城初夏

两江新区金渝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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