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吒2》上映后，“哪吒在哪里闹海”

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四川不少地方自古流传着哪吒的神

话和传说，宜宾、江油等地还遗存了很多

如陈塘关、翠屏山、九河湾、乾元山金光洞

等与哪吒传说相关的“遗迹”。

有网友据此认为：“哪吒闹海在四

川。”也有网友提出疑问：“四川没有海，哪

吒如何闹海？”

四川有没有海呢？
“从地质视角看，四川盆地很长一段

时间整体都是被海水淹没的，大约可以追

溯至约8亿年。”西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

技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构造地质学博

士郑波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经海陆浮

沉，四川盆地在中三叠世（2.4亿年前左右）

结束海洋环境的演化，进入河湖遍布的陆

地演化阶段。

四川现存“哪吒闹海”的“遗迹”与四

川盆地古海洋有没有关系？最近，被誉为

“中国哪吒文化之乡”的宜宾，携“龙太子

骸骨”（龙脊石）等20余处“遗迹”实证哪吒

“出生地”在宜宾。宜宾南广河口矗立的

“龙脊石”，相传是哪吒闹海时龙王三太子

的尸骨所化。

“这些岩石实为上三叠统须家河组的

厚层砂岩，形成于约2亿年前的河流—湖泊

环境，与海洋无关。”郑波说，虽是神话故

事，但“龙脊石”和哪吒的传说却暗合了四

川盆地“沧海桑田”的真实地质演变历史。

郑波打趣道，四川盆地从浩瀚古海洋

到陆相盆地的巨变，恰如神话中“龙王东

退”的隐喻：“龙脊石”形成的晚三叠世正

是四川盆地由海到陆转变的时期，即地质

学上所说的“海退”过程，非常符合哪吒令

四海龙王东退一万里的故事。

哪吒与四川盆地古海洋有什么关系？
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马睿长期致力

于哪吒文化研究，他表示，最早关于哪吒

记载的汉文典籍是北凉时期僧人昙无谶

翻译的《佛所行赞》。其中记载哪吒起源于

印度佛教，也称作“那吒”，是梵语“哪吒俱

伐罗”（Nalakuvara）的简称。

不论是文献记录还是文物实证，哪吒

这一形象在中国流传的时间都不超过

2000年。那么，他与2亿多年前的古海洋有

什么关系呢？

“四川虽然地处内陆，但海洋信仰在

四川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四川旅

游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川说，四川盆

地各处遍布古海洋遗迹，是四川盆地海洋

信仰的现实土壤。从最早的《山海经》描

述，到出土关于海洋信仰的各色文物，再

到“湖广填四川”后，东南沿海妈祖崇拜的

传入并兴盛，可以说海洋崇拜和哪吒信仰

在四川长期延续、从未断绝。

在王川看来，哪吒文化是四川盆地海

洋信仰的重要表现。从哪吒永不言败的坚

毅性格，到太乙真人、石矶娘娘等一众人

物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哪吒2》展现了

巴蜀文化的深厚内涵，这也是电影深入人

心的重要原因。

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二级教授潘殊闲认为，哪吒是神话传说中

的人物，讨论、考证其“在何处闹海”并无

意义，“神话人物的形象基于人的联想，只

要联想合乎基本逻辑即可。能否对文化资

源进行深度挖掘、创造性开发更值得关注

和重视。”

如何发掘利用好古海洋“遗产”？
如果说哪吒是四川盆地古海洋遗留

的“文化遗产”，遍布四川盆地的油气资源

则是古海洋留下的“能源遗产”。

郑波说，在四川盆地漫长的海陆演进

过程中，大量的泥沙沉积在海底，形成了

巨厚的沉积岩层。伴随着这些泥沙沉降保

存下来的还有大量古海洋生物遗体，这些

遗体与泥沙混合，逐渐形成富含有机质的

黑色页岩和灰岩，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物

质来源——“烃源岩”。

郑波进一步解释，传说中的“龙脊石”

实为上三叠统须家河组砂岩，由颗粒较大

的石英、长石等组成，颗粒与颗粒之间存

在较多的孔隙，这些孔隙就成了石油和天

然气的储集空间，也就是所谓的“储层”。

“事实上，‘龙脊石’所在的须家河组就是

四川盆地非常重要的天然气产层。”

据了解，四川盆地天然气资源分布广

泛，具有“满盆含气”的特点，盆地天然气

总资源量约40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资源量

居全国第一。目前已探明天然气储量 7.5

万亿立方米，且探明率仅18.7%，是我国最

具潜力的天然气勘探开发盆地。但同时，

四川盆地地质条件复杂，也是全球极具挑

战性的天然气勘探开发区块之一。

西南石油大学党委书记张烈辉表示，

近年来，学校立足办学特色和优势专业，

持续攻关四川盆地天然气开发的“卡脖

子”难题，探索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地质理论、技术体系和软件系统，培养了

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在学校的智力和人才支撑下，2024

年，四川盆地天然气年产量突破700亿立

方米，近 6 年年均增产超 40 亿立方米。面

对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国情，四川盆地天

然气勘探的突破，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优化能源结构、推动新能源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张烈辉说。

“哪吒”与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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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 2》的成功让我看到国产动画与传统

文化结合的无限潜力，我在毕业设计当中也融入

了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元素，提升作品的深度和内

涵。”成都大学影视与动画学院2021级动画专业

学生黄露娇激动地表示，当得知自己的学长学姐

们参与了《哪吒2》制作，钦佩之情和自豪之感油

然而生。

国产动画电影《哪吒 2》屡创奇迹，成都大学

动画专业多名毕业生在电影制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电影的主创团队中，成都大学动画专业

2007级毕业生郎思波担任资产总监，2007级毕业

生刘欣担任视觉开发及视效总监。

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成都大学动画系动画专

业向全国影视动画等领域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1》《哪吒2》等国产

动画影片中常看到成大“动画人”的身影。

如何培养深受动画产业欢迎的人才？

“动画专业应用强、发展变化快，当下流行的

制作方式与流程，很可能转眼间就会被新趋势所

更迭。”成都大学影视与动画学院动画系系主任余

洪介绍，面对动画行业的特性，动画系优化专业设

置，提升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近年来始终坚持

“产业驱动专业发展”，与周边动画公司开展合作

创作，让专业教师在参与产业一线的创作中快速

成长，坚持“文化、艺术、科技跨界融合的理念”，拓

宽动画服务领域，壮大专业教育的硬实力。

早在2011年，成都大学就建立了“四川省动

漫游戏协同创新中心”，这是一个集人才、学科、科

研“三位一体”，旨在为四川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

搭建交流、咨询、服务的平台。此外，该校动画系和

成都市“校城共建”专业实习实训基地，总共建设

了12个校内专业工作室，以项目制推动产教融合

走深落实。

“近年来，我们在影视动画行业一直沿用且成

效良好的剧组式创作生产模式基础上，结合本专

业‘工作室制’进行了教学探索。”余洪介绍，在人

才培养中，动画系运用“渐进型剧组式实践教学”

模式，对低年级学生进行“纯粹性的创作思维培

养”，在中年级段开展“普识性的创作技能培训”，

到了高年级，学生就进入“针对性的创作实践与靶

向性的职业导向训练”，三阶段的渐进培养让学生

的在校学习与动画产业保持“同轨”生长。

“专业老师亦师亦友，学科学习氛围浓厚，让

我在动画求学之路上一直收获成长。”黄露娇告诉

记者，2019年，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时，她正

读高中，受电影影响，从小对动漫感兴趣的她坚定

地选择了动画专业。在校期间，黄露娇认真学习学

科知识，加入动画工作室，将兴趣爱好一步步转化

为动画制作的真本领。

成都大学动画人才培养的成绩背后，折射出四

川高等教育提升服务能力、优化专业设置、突出特色

优势的改革实践。近年来，四川高校围绕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文创及动漫产业，在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着力布局、持续发力。

据悉，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动漫制作技术专业

毕业生参与了《哪吒2》特效、合成制作等环节，四

川电影电视学院的学子参与了电影角色配音，成

都大学影视与动画学院十余位优秀毕业生加入到

该电影的核心制作团队中……据不完全统计，还

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传媒学院等多所

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在《哪吒2》创作、制作、发

行的全链条中挑起了“大梁”。

作为现象级动画电影，“哪吒”系列电

影不仅以精良的制作和精彩的剧情征服

了观众，更以深刻的教育内核引发大众的

广泛讨论。当哪吒在银幕上喊出“我命由

我不由天”时，这句极具冲击力的宣言激

发出新的思考——究竟怎样的教育才能

唤醒生命的力量？日前，记者走访了多位

教育实践者，试图从不同角度解读这部电

影带来的育人启示。

柔而有度
在规则与包容间找到平衡点

这个寒假，成都市七中育才附属小学

银杏分校（校区）教师窦园薇和家人一起

观看了《哪吒2》。电影中那个顶着黑眼圈、

满身反骨的哪吒，似乎与自己儿子以及班

级里的某些孩子产生了奇妙的重叠。

但在她眼里，这些看似顽劣的孩子，

其实在用独特频率发射“信号”——下课

后总在老师身边晃悠的身影是想求关注；

课堂上突发的异响可能是生理性冲动而

非故意对抗。“每个‘魔童’背后都是未被

破译的密码。”窦园薇认为，当学生感受到

被“看见”的温暖，会自发调整行为范式；

当教师精准识别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

规则便能转化为成长的阶梯。这种认知促

使她在对待这些“魔童”时，既宽容又

不失原则性。“严苛不等于爱，放

纵更非包容。”窦园薇强调，教师

要在规则与包容间找到平衡点。

在家庭教育中，窦园薇将这种理念一

以贯之。面对并非传统“乖孩子”的儿子，

她既不强求成绩排名，也不放任无序成

长，而是通过建立清晰的成长基线，在安

全边界内给予孩子最大的自由。她说，这

种看似“不负责”的放手，反而让儿子在心

理测评中获得全班最高分，并说出“我家

特别温馨”的成长感悟。

打破定式
将“缺陷扫描仪”转为“优势放大镜”

成都市海滨小学副校长冯静兴将哪吒

的成长轨迹视为教育本质的生动隐喻。“当

所有人都认定哪吒是‘魔童’时，他的父母

与师父却始终相信其内在的‘灵性’。”他认

为，这正是教育者应有的态度——拒绝用

“听话与否”“成绩优劣”等单一评价定义学

生。电影中，哪吒的转变正好印证了个性化

教育的核心价值：每个生命都需要独特的

成长路径。

在分析哪吒“逆天改命”的关键转折

时，冯静兴特别强调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当整个世界的偏见如洪水般涌来时，哪

吒在父母和师父的引导下学会了用多维

视角审视自我。”他将其引申至教育现场：

学生需要跳出标准答案的禁锢，学会用辩

证眼光看待事物。

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教育者率先突破

认知局限。冯静兴以导演饺子“啃老3年创

作动画”的经历为例：“如果家长只看到‘失

业在家’的表象，可能会扼杀一个艺术家

的梦想。”他建议教师和家长在教育中，多

给孩子试错的机会，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

任。

谈及如何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冯静兴

呼吁家长将“缺陷扫描仪”转变为“优势放

大镜”，通过持续的正向反馈帮助孩子建立

自我认同。“很多孩子不是缺乏内驱力，而

是被过度干预限制了成长。”他认为，教师

和家长需给予学生更多自主探索的机会，

像电影中太乙真人引导哪吒掌控乾坤圈那

样，在适度放手与精准引导间把握平衡。

爱与接纳
生命觉醒的钥匙

在所有的教育启示中，最动人心魄的

仍是爱的力量。在四川省心理学会应用心

理专委会副主任、成都开放大学家庭教育

学院副教授商雪梅看来，殷夫人无视穿心

咒的尖刺拥抱哪吒，说出那句“娘从没在

乎过你是仙是魔”的告白，揭示了教育的

核心密码：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哪吒之所

以能够突破命运的枷锁，很大程度上源于

家庭给予的底气。”她解读道，哪吒天赋异

禀，幸，也不幸。不幸的是他以“魔丸”的身

份出生；幸运的是他有一对深爱他的父

母，让他在困境中仍保有抗争的勇气，最

终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宣言。

作为父母，究竟该如何去爱自己的孩

子？“父母之爱不能仅局限于‘为之计深远’，

学会接纳孩子普通、平庸，甚至不完美的

一面，才是爱的真谛。”商雪梅指出当代家

长的认知误区：有的用严苛手段“塑造”孩

子，有的以爱之名过度保护，这些行为本

质上都是父母自身成长经历和认知局限

的投射。她建议家长学习殷夫人的教育智

慧——既保持母亲的身份认同，又不放弃

自我价值实现；面对问题时聚焦解决之

道，而非一味指责。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观察到，当

孩子出现不良行为

时，单纯的责骂收效

甚微，甚至会引

发孩子的逆反心

理。只有无条件

地 爱 和 接 纳 孩

子，并与他们共

同面对问题，改

变才会在不经意

间悄然发生。”商

雪梅说。

2025年的开门红当属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春节已经过去，《哪吒2》的热度却仍居

高不下，国漫崛起、神话新编等相关话题热度也随着电影票房持续沸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我们教育人在

观看《哪吒2》时，我们心里都想了哪些问题呢？

当教育人看《哪吒2》时，都在想什么？

“哪吒”与动画专业发展

为国产动画发展
贡献四川教育力量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鲁磊

“魔童”逆袭背后的教育启示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哪吒闹海的传说与四川盆地古海洋探究
■ 本报记者 鲁磊

“哪吒”与四川的渊源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官方微博

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一亩田”动

画工作室专业教师王岩松指导学生进行项目创作。

（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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