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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胡梦音） 近日，由文
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及江苏无
锡民族乐团共同主办的“梦华江
南”江苏无锡民族乐团音乐会在
毛 里 求 斯 举 办 。 这 是“ 茶 和 天
下·雅集”系列活动的内容之一。

音乐会在热情昂扬的民乐合
奏 《金蛇狂舞》 中拉开帷幕，瞬
间调动起现场气氛；《太湖美》

《江南三月》《渔舟唱晚》 如一幅
幅承载着江南文化的抒情画卷缓
缓铺陈；笙独奏 《晋调》 以高亢
激昂的旋律将音乐会推向一个小
高潮，一曲 《花好月圆》 又把人
们带入欢快的节日气氛中；最
后，由无锡民族乐团和毛里求斯
密特朗音乐学院联合演奏的 《赛
马》 压轴出场，二胡与小提琴完
美融合，如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
对话，赢得全场观众的喝彩。

“就像来到了中国江南，经历
了一次奇妙的音乐旅行。”现场观
众表示，中国艺术家精湛的演技
让他们用耳朵欣赏到了江南美
景，感谢艺术家将中国高水平的
民乐带到毛里求斯。

此次无锡民族乐团访问毛里
求斯期间，还在密特朗音乐学院
举办了“华乐连心·共谱未来”青
少年音乐工作坊活动，通过多层
次的中国民乐推介活动，使当地
民众更深入地感受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今年尚
未过半，已有 《繁花》《追风者》《城
中之城》 3 部热播剧集涉及金融领域，
且将时间轴从上世纪上半叶延伸至当
代：《追风者》 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
海为背景，借“金融+谍战”的创新表
达，回溯历史，坚定赤诚信仰；《繁
花》 书写 20世纪 90年代中国股市风起
云涌的金融史，演绎改革开放弄潮儿
的奋进人生；《城中之城》 则聚焦2018
年前后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全景
式展示银行、证券、信托、投行、房
地产业各色人物的命运沉浮，折射时
代的潮起潮涌。

金融题材剧集屡屡“破圈”，离不
开其专业性、戏剧性、时代性与可看
性的交融，更体现出“人民金融为人
民”“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等时代命题。具
体而言，这些剧集均辩证地处理好了

“竞”“镜”“境”三重关系。

竞：以戏剧之力演绎金融故事

影视剧集要让观众沉浸于不同年
代的故事，首先需要引人入胜的情
节。为何金融题材广受青睐？从叙事
手段看，金融故事本就自带高可看
性、强戏剧性。股市决断的惊心一
跃、攻城略地的人世沉浮，加上金融
高手对阵博弈中的明争暗斗，连同跌
宕起伏的人物命运，足以持续吸引观
众注意力。

《追风者》 中的沈图南与魏若来师
徒，如何通过一次次抉择终于走到彼
此命运的分岔口？《城中之城》 里的

“白衬衫”怎样一点点变灰，又是谁将
走向终局，揭开事实真相？在金融市
场“高价”“高压”“高危”的戏剧情
境中，对垒双方的竞争、人物之间的
竞逐、博弈进程的竞合，被浓缩、交
织、放大，让观众通过变幻莫测的剧
情，收获审美愉悦和金融认知。

更重要的“竞”则体现于时代背
景。中国现已是重要的世界金融大
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外汇
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科技赋能、
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等积极举措，更
让金融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驰而不
息。但在中国现代金融体系日益成熟
的发展道路上，始终伴随着改革与阵
痛、经验与总结。如 《繁花》 中的

“宝瀛大战”反映的是1993年轰动全国
的“宝延事件”；《追风者》 被网友誉
为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经济封锁、
顽强开展革命斗争的“红色金融党史
课”；《城中之城》 则聚焦金融反腐的
复杂性与艰巨性。

而 在 这 些 不 同 年 代 的 金 融 故 事
里，个体的奋斗与成长始终是极为亮

眼的一笔。“竞”不仅体现于外在的情
节冲突，更是人物内心的写照：一个人
若面对难关无法坚毅前行、智勇双全，
必然会在大浪淘沙中丧失葆初心、明
方向、担重任的自我要求，更不必说
金融报国、金融向善的使命情怀。

镜：以众生之相描摹复杂人性

如果说“竞”要求的是创作者在
专业度、真实感、戏剧性方面的精妙
平衡，“镜”考验的则是如何将这份思
索向历史延伸、向当下开掘，在观众
心中埋下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的
可能。

金融业服务各行各业，本就具备
见众生百态的基础，金融题材剧经由
戏剧性呈现，长于铺陈各种人物关
系，描摹多彩时代风貌，编织情节纷
繁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剧集
并未受限于将笔墨对准职场众生相，
还浓墨重彩展现主要人物对自我的剖
析、对幽深人性的洞察，也因此为剧
集带来更为深刻、广阔的表现空间。

《繁花》 写尽大上海的繁华，却归
于“人不响，天晓得”。阿宝为了与雪
芝的十年之约，誓成伟业，终成宝
总；宝总为老字号品牌“三羊”的发
展步步谋划，但逃不开“玲子拿走运
气，汪小姐拿走单子，李李拿走至真
园的筹码”，终不得不入局股市，与能
够搅动市场的“鲶鱼”对垒。所幸最
终虽四面楚歌，宝总仍靠底牌做回阿

宝，虽然人情还清、商战未败，但他
选择孤身离开，再也没有回过黄河
路、见过旧相识。

《城中之城》 同样留下“巨响无
声”的自我审视式结尾。当赵辉犯下
数罪，站上天台准备结束自己的人
生，虽有女儿安抚、老友苦劝，但他脸
上复杂而怅然的表情，正是心中那面

“镜”里的扭曲影像：曾几何时，他竟然
变成了自己最厌恶的模样？那件变灰
的“白衬衫”，从何时起丧失了初心？
剧集对腐败的批判、对人性的洞见，
为观众带来启迪与反思。

境：以自强之心映照信仰之路

文学、戏剧均是“人学”，关注个
体境遇一直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优长。
通过 《城中之城》，观众是否能实现共
情？倘若置身其中，又会做出何种选
择？通过 《繁花》，观众能否自信地做
到情义两全、静待时光见证一切？通
过 《追风者》，观众能否体会到，坚守
信仰的难度其实丝毫不亚于寻觅真相？

现实主义题材文艺作品往往是现
实的渐近线。在你我身边，银行信贷、
企业债券、股权融资、保险、期货……现
代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助力百业民生的
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而把过去的金融故
事讲出彩，是为了把当下的金融事业建
设好。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新
时代金融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尤
其当下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怎样通过讲好金融故事，传承金融
传统，汇聚金融共识，促进金融发
展，是当今时代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这一过程中，影视创作大有可
为。如通过《追风者》的讲述，观众形
象地理解了既要抓紧“枪杆子”也要抓
紧“钱袋子”的理念，剧集还特意展现
了当年中国共产党“扁担银行”的由
来：由于革命环境艰苦，很多红色金融
机构没有固定地址，时常是营业部跟着
部队走，连印钞都要在地窖秘密进行。
在剧中，随着魏若来抵达中央苏区，投
身革命经济工作，剧情迎来了尾声，但
中国金融业的故事才刚刚开始。1932年
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
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民任行长，即
如今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中国金融由
此历经风雨，在其后的岁月里加速发
展，表现出强大生命力。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一部优秀的
影视作品，要通过影视语言再现历史，
触达时代的本质。这几部金融题材剧讲
述了不同年代的故事，展现了鲜活的众
生相，并且用影像勾勒了金融业的发展
变迁，预示了金融业的辉煌未来。

金融高质量发展，关系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全局；金融故事的优质传
播，体现着中国故事的吸引力、影响
力、传播力。期待未来，也相信未来
会有更多铭记历史、聚焦当下的行业
好剧，不仅为观众带来精彩故事，更
为时代书写奋进华章。

（作者系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音视
频办公室主任）

本报电（兰珺）5 月 19 日，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写
作与沟通教学中心联合主办的

“AI 时代的文艺原理之‘何为
写作’”研讨会在京举办。来
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
艺术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多所
高校及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和
AI写作者与会。

2022 年底，以大语言模型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
用爆发，“AI 生成”成为艺术创
作的重要手段，也将内容行业
加速推进到“AI 生成内容”即
AIGC 的时代。写作愈发需要
在人机交互、人机协作的语境

中，重新定位自身。研讨会邀
请不同的创意写作团队以及
AI 写作的实践者和观察者，以
各自的探索为基础，对“何为写
作”这个今天需要重提的问题，
给出了跨学科、跨范式的回应。

学者们认为，AI 技术如今
不仅是我们书写与表达的工
具，也在塑造着我们的思考方
式与创作方法；人与 AI 可以
共同形成创意、故事写作和成
稿的“最佳交互形式”；由大
语言模型驱动的互动叙事具有
动态生成、自适应叙事、可扩
展性等特点，它提供了一个有
趣的意义空间，允许用户最大
限度地参与其中，与大模型一
起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已经进
入人机协同生成故事的时代。

今年“五一”小长假以来，江苏
省苏州工业园区成为游客们青睐的

“打卡地”。除了美丽的景色、多样的
业态之外，“阅读”成为城市的亮点，

“阅读+旅游”受到游客追捧。
每天早上，苏州工业园区的市民

和游客在焕然一新的早餐车前购买早
餐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
扫描车身上的“读吧 SIP”二维码，获
取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的海量数字阅
读资源和专属定制书单，让味觉和心
灵得到双重满足。这是当地推出的

“阅读早餐”新模式，通过对20家早餐
车点位进行特别包装，市民和游客可
以非常方便地进行在线阅读。

除了“阅读早餐”，在苏州工业园
区一些客流量较大的店铺排队等候
区，还放置着电子阅读展架，让市民
游客在排队等候以及购物消费时能随
时随地扫码阅读。同时苏州工业园区
图书馆还联合线下咖啡店、美术馆
等，推出阅读联名咖啡、美术馆咖啡。

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积极探寻
文旅融合新路径，首创“阅读+旅游”
跨界融合，为园区市民和游客提供全
新体验。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

主任戚瑶亮介绍，“读吧 SIP”是近年
来园区全力打造的文旅品牌。该项目
围绕空间融合、数字文化、科技赋
能、社群交互 4 个重点，通过政府主
导、机构链接、社会参与，创新建设

“主客共享”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在都

市商圈、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公园
绿道、特色街区、交通枢纽等区域，
创新打造 10 个阅读广场、10 辆阅读巴
士、10 个阅读便利店，通过看、听、
触等形式导入阅读资源，为市民游客
提供处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

的文化体验。
从浙江到苏州工业园区游玩的游

客张先生说，他和朋友相约见面吃
饭，“没想到在店门口排队的时候，可
以用手机扫码看书，很方便”。

苏州工业园区的退休职工刘阿姨
则对“阅读广场”的听书服务赞不绝
口，她在公园健走时经常收听。

苏州工业园区的“阅读广场”将
城市书房和景点相融合，提供自助阅
读服务，应用空间装置、在地创作、
感官互动等形式，在公园融入轻型艺
术装置，提供“扫码看、听阅读”服
务，使文化场所兼具旅游驿站的功
能，让市民和游客赏景、读书两相宜。

当地还依托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
馆藏资源和园区城市公共巴士打造了

“阅读巴士”，市民和游客在乘坐时可
以通过手机扫码获取推荐书单、文旅
资讯等信息和有声读物等数字阅读资
源，还有机会获得旅游优惠和福利。

“阅读巴士”还与金鸡湖景区无人驾驶
巴士相结合，市民游客扫码即可收听
60 个旅游景点、文化地标的介绍以及
文体活动信息等，并且享受智能驾驶
与自助导览。

“这些精心营造的沉浸式阅读环境
深入人心，苏州工业园区已经被‘阅
读’包围。”戚瑶亮说。今后，苏州工
业园区将继续推出“阅读+时尚消费”

“阅读+城市交通”“阅读+跨界合作”
等一系列“阅读+”创新服务，打造独
特的文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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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民族乐团与毛里求斯密特朗音乐学院联合演奏《赛马》。
主办方供图

苏州工业园区：打造城市阅读新样本
李荣坤

在苏州工业园区立体书市活动现场开展的戏剧小课堂。
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供图

每一幕，都是时代的注脚
——对金融题材剧热播的思考

吕 帆

学者研讨AI时代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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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承办的西藏传统民族音乐会 《吉
祥妙音》 在西藏大剧院演出。音乐会上，西藏特色
乐种轮番上演，彰显优秀传统民族音乐魅力。

图为演出现场。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西藏传统民族音乐会精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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