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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身边
曹家渡··

文 小火星（曹家渡居民）

在 10 月至 11 月期间， 集中了一些鬼怪
奇诞的西方节日，如众所周知的“万圣节”，还
有拉美地区重要而特殊的“亡灵节”。 可能是
因为拉美文化的基因，一直以来，拉美电影都
是以与传统西方价值体系不同的独特世界观

和艺术呈现方式，受到大家的关注与喜爱。 本
期就向大家介绍一部由墨西哥导演吉列尔

莫·德尔·托罗执导的影片《水形物语》。
2017 年，影片在全球上映时，好评如潮，

并在第 90 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荣获 13 项提
名，并最终赢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
原创音乐与最佳美术设计四个奖项， 成为当
年典礼上的最大赢家。

影片故事设定在 1962 年的巴尔的摩，讲
述在一个高度设防的政府实验室里， 一个喑
哑清洁女工与人形两栖类生物人鱼之间的一

段跨物种恋情故事。
导演在影片的一开始， 就以通透明亮的

水下世界为观众制造了一个梦幻般的意境，
预设了整部电影童话外壳的基调。 但随着水
幕的逐渐褪去，镜头里浮出现实的原本模样，
一个复古梦幻， 但又残酷暗黑世界里的童话
也就随即展开。

女主人爱丽莎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
她因为生理上的缺陷（聋哑），社交圈很小，每
天的生活循规蹈矩，平淡无趣，但她依然对生
活充满希望和憧憬。 虽然她身边的小伙伴们

也大多是社会里的边缘或弱势群体， 如失业
人员、同性恋、黑人女工等，但他们在自己的
世界里倔强地做着真实的自己，他们积极、乐
观，善待身边的人，对周遭的事物有着美的追
求与向往。

不同于故事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主
流代表人物理查德， 来源于原始自然而真实
善良的人鱼，让爱丽莎油然产生了共情之心，
也逐渐赢得了人鱼的信任。 爱丽莎是个聋哑
人，人鱼又非人类，所以他们之间丧失了沟通
的最重要元素———语言。

于是， 他们用内心的情感自然地表达自
己， 而陀螺恰到好处地利用了眼神交流这一
特点， 着色凸显了人物关系的发展以及故事
叙述里的起承转合，隐喻出跨物种之间“如水
般无形”的情感与共存。 影片里，爱丽莎回忆
道：“当他看向我时，他看着我的方式，他并不
觉得我缺少什么，也不会觉得我是不完整的，
他看到的我，是真实的我，他看到我很快乐，
每次见到他，都是如此。 ”

一句狭隘的质疑 “他又不是人……”，最
后激怒了爱丽莎。怀揣着这份“多元共生”的情
感，爱丽莎在最后关头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和
保护人鱼，也坚定了他们之间的情感。最后，人
鱼一往情深地做着爱丽莎教他的手语，但他终
究无法认识到无法摆脱的世俗偏见与歧视。

影片结尾处， 当人鱼环抱爱丽莎沉下海

水的那一刻， 他们向现实发出了无声而有力
的抗争， 暖心的导演给了爱丽莎一个美好童
话般的圆满结局。 在那一瞬间，整个故事从现
实回归到了通透明亮的水下， 形成了电影叙
述里的一个闭环， 填补了人们内心情感的需
求，到达了一个真正的“高光时刻”。

这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作品， 导演作为
“墨西哥三杰” 中个人风格最为突出的一位，
他对于怪兽和恐怖元素有着特别的偏爱，延
续了拉美文化里的那股子魔幻现实主义的气

质， 让他的电影总在鬼怪与童话之间不断地
纠缠，以暗黑的童话隐射残酷的现实。

其实 “魔幻现实主义” 原是美术批评术
语，后被用于文学和电影艺术当中。 在魔幻现
实主义作品里， 大多会涉及丰富多彩的但又
怪诞奇异的世界观， 但叙述者并不会主动客
观评判这些不同世界观的可靠性， 以及那些
离奇事件的真实性， 只是跟随主人公观察世
界的方式（即接受真实，也接受魔幻）产生独
特的情感体验。 毋庸置疑，这种特别的方式代
表着一个多元共生的价值理念， 也是一种更
为开放更富有想象的艺术手法与风格。

《道德经》里所述：大白若辱，大方无隅，
大器晚成，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水之 “无
形”， 正好映衬出世界大同 ，多元 、开放 、共
生、共存的大爱之道。 也许这就是人世间大道
至简的 “万物理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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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现实主义里的爱情

家住曹家渡的刘小姐（笔名：小火星），十多年前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成归来，目前在
外企从事品牌营销及市场传播管理工作。

平时，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除观摩院线上映的影片和历年的优秀作品外，还极其
关注国内外电影节的各项相关活动和赛事，现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心理咨询师执业
联盟成员。 她希望电影专栏可以给读者带来一份欢愉，一份感悟。

电影作为现代八大艺术中最年轻的成员，从 1895 年诞生至今已有 124 年的历史。 回顾整个电影发展史，一代代电影人为了心中的梦想，拍
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 无论是最新热映的影片，还是百年前的老片，尽管影片拍摄的年代相去久远，但通过电影反映的人类普遍情感却是相
通的，那就是关于爱、平等、包容和富有同情心的普世价值观。

笔者近照

15年习惯说改就改 高层撤桶不再难
□记者 朱杰

今年 10 月初，上海发布了 2019 年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街镇（第一批）名录。在首批名
单里，曹家渡街道与其他 53 个街镇光荣上
榜，成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排头兵”。这
份荣誉的获得离不开全体曹家渡社区居民的
共同努力。

对于高层住宅小区，高层撤桶是一条必
经之路，没有捷径可言。位于安远路上的阳光
名都小区就是这样，小区落成时便是高层设
桶，想要打破居民十几年的习惯存在难度。然
而，柯咪咪所在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团队，在均
泰居民区党总支的号召下，以党建为引领，为
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力量。

宣传造势做足准备
高层撤桶不留尾巴

2017 年 11 月，复旦-益联“楼组自治”
实验点在小区 5号楼（友邻楼）揭牌。柯咪咪
所在的读报小组成为了曹家渡社区的居民自
治典范。今年 4月，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施行前 3 个月，阳光名都小区就在居
委会的指导下，开始了垃圾分类的先期工作。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以小区 5号楼作为
小区样板，率先一步发起宣传动员。

柯咪咪作为 5号楼的楼组长、小区党支
部的委员，参加了居委会组织的垃圾分类培
训，同期参加的还有小区其他楼组长和党员
志愿者。培训回来后，柯咪咪利用读报小组的
活动机会，让成员们收集垃圾分类的报刊信
息，在活动时分享交流，大家纷纷表示垃圾分
类是大势所趋，造福子孙后代，是利国利民的
好事。

在宣传动员期间，居委会还邀请了街道
市容所来到小区，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柯咪咪记得，有一次活动来了 60 多位居民参
加，大家表现积极踊跃。活动中，街道市容所
工作人员摆出了 4只迷你垃圾桶，在不同的
卡片上写有常见的生活垃圾，让居民将卡片
投入对应的垃圾桶中，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居民了解垃圾分类。
经了解，小区每层楼的消防通道都放有

一只大垃圾桶。在垃圾分类前，居民把所有的
垃圾都扔到一只大桶里，夏天时垃圾桶周围
成了蚊虫滋生的多发地，臭气熏天，既存在安
全隐患，又损害楼道环境。

小区施行垃圾分类，第一步就是高层撤
桶。15年的生活习惯，让居民一下子转变，困
难可想而知。然而，小区垃圾分类志愿者团队
迎难而上，配合居委会张贴宣传告知，挨家挨
户上门宣传，给居民预留充裕的时间适应。当
时，小区物业经理还有犹豫，想保留每幢楼前
的垃圾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撤桶就不
能留“尾巴”，务必一步到位。

6 月 24 日，由于前期宣传到位，当天的
撤桶行动进展顺利，小区 10幢楼的 250 多个
垃圾桶，在一天之内全部撤掉。另外借高层撤
桶的契机，小区物业还及时清理了楼道堆物，
恢复了楼道的原来面貌，还居民干净舒适的

居住环境。

守住撤桶成果
形成良好氛围

撤桶后，物业公司在小区东门和西门各
设 1处垃圾分类点，供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垃
圾。小区垃圾投放点的投放时间是早上 7点
至 9点和晚上 6点至 8点。错过投放时间的
居民，可以到垃圾厢房投放垃圾，垃圾厢房
24 小时开放。记者看到，两个垃圾投放点靠
近小区的两个大门，都是居民出入小区的必
经之路，同时也远离居民楼，减少影响。在非
投放时间，投放点竖着“垃圾分类投放点”的
蓝色示意牌，十分醒目。

为了守住撤桶成果，垃圾分类志愿者团
队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值班站岗的工作。垃
圾分类志愿者团队的 14 人，由党员志愿者
和楼组长所组成。虽然志愿者团队成员有一

半人的年龄超过了 70 岁，但在服务小区上
大家都是目标一致。从 6 月至 9 月，每天早
晚投放时间段内，小区两处投放点各有一名
志愿者值守，看到有分类不对的居民，志愿者
则以身示范，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得到了居
民的点赞。

柯咪咪表示，将垃圾分类写入法律条文，
以立法的形式呈现，不仅对居民有约束作
用，也对物业公司起到监督作用。今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推行
后，小区物业增派了人手，对保洁员也提出
了相应的要求，增加巡视频率，确保投放点
无垃圾堆放。

柯咪咪最后谈到，当前投放点已经不需
要志愿者站岗，小区居民养成了定时定点投
放垃圾的习惯。小区垃圾分类取得的成果，离
不开志愿者团队的努力和小区居民的支持。
现在，消防通道整洁了，小区环境变好了，居
民对小区的归属感也更强了。

阳光名都小区垃圾投放点

阳光名都小区垃圾厢房

柯咪咪所在的志愿者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