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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之城》：“商战剧”的新探索

“上海出品”的电视剧《城中之城》正在央视热播，

被观众誉为难得的金融行业题材的一部精品力作。

观众习惯性地将金融行业题材归类为“商战

剧”，而国内本土商战剧的创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因此已经有了不少成熟的创作经验

和作品积累。但在新时代，商战剧如何实现突破

和超越，这是一项新课题，也是一项新探索，而《城

中之城》无疑交出了一张亮眼的答卷。

《城中之城》对于商战剧的成功探索至少体现

在三个方面。

第一，商战剧的主核由行业内纷杂的竞争故

事导向揭示人物的成长史。先前众多的商战剧将

看点聚焦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勾心斗角和商

业战略的争夺，商业利益的纠葛、商业运作中的背

叛常常是故事主线，为观众呈现一个因尔虞我诈

而步步惊心的商战世界，可《城中之城》追求的并

不是这些浮于表面的紧张而激烈的故事情节，而

是将重点落实于人物在时代背景下的成长过程。

剧中的银行新人陶无忌，初入商场时心怀理

想，充满着对成功的渴望。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面对金钱、权力和名利的诱惑，差点迷失了自己，为

了成功而背弃自己最初的理想和原则。但是，后来

陶无忌认识到成功并不是一个人唯一的追求，他开

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在一次重大危机中，他

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荡涤，意识到金钱和权力并非一

切，内心的善良和道德良知才是真正的财富。于

是，他决定回归初心，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找寻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从而成长为新一代金融秩

序的守护者。《城中之城》以对接近真实“地平线”的

毕业生和职场新人的关注，生动揭示了陶无忌、田

晓慧等年轻人在职场中的成长与蜕变，这样的成长

史，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也是对人物精

神层面的建构，为商战剧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共鸣和

思想空间，让观众尤其是职场中人心有触动，越过

商战的冷酷无情，更多

地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

光芒，同时思考人生的

意义和价值。

第二，商战剧的触

角由单向的行业伸展至

宽广的社会生活。《城中

之城》与其说设置了一

组正面和反面角色，不

如说是塑造了生活里芸

芸众生的群像，概括了

社会中的各色人等，每

个人都有特点，每个人

的身上都刻着时代的烙

印。剧中不仅有“金融

高管F4”，还有不同背

景、不同阅历、不同层次的人物，包括从商场老板

到基层员工，从成功商人到失意者，每个人物都有

着自己的生存现实和索求。他们在剧中相互交

织，展现出现代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和心

理变化，呈现出一幅真实而多元的社会画面。正

是因为放在这芸芸众生之中，赵辉的坚持和放弃、

固守和沦陷、进取和堕落才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有

逻辑轨迹，于是，让观众在为这位原本有作为、有

担当的银行家，最后为一笔医疗费用而断送职业

生涯和一生清白痛心之余，也会深究其内外之因。

群像式的叙事使《城中之城》拓展了商战剧的

外延，不再局限于单个行业或领域，而是通过多元

人物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命运，为商战剧注入了更多

的生活气息和社会关怀，展现出现代社会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及情感困境，也让人性的博弈更加惊心动

魄，彰显恪守职业底线的无比珍贵。多视角的处理

方式，让观众相信每个人物都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都在构成着这个城市的完整面貌和形态。

第三，商战剧的审美由单纯的窥探、刺激转化

为对光明的向往和期待，对美好的信任和坚守。

《城中之城》选取时下极具探讨性的时代议题，多

维度地展现近年国内金融业的改革进程，以两代

金融从业者之间的思想传承和价值观对比，引领

观众思考正义与利益、法理与人情等严肃议题。

剧中有好几场尖锐的矛盾冲突戏，比如审计主任

苗彻与赵辉的屡屡较量和对决都火花四溅，以前

这种戏剧冲突在审美上更多地追求观赏效果，以

致夸张失真，只是图一时之爽，但《城中之城》的每

场剑拔弩张之戏都饱涵内质，都是灵魂的较量、意

志的对决，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也将

两代金融人的命运抉择与中国金融业的转型发展

相结合，展现健全金融监管体系背景下看不见硝

烟的金融战场，因而更加真实，更富张力。

毋庸讳言，在金融行业，同样阳光底下有阴

影，发展过程中有各种问题和压力，有艰难有曲

折，从业人员也面临种种挑战乃至内心挣扎。《城

中之城》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回避和遮掩，而

是锋利地描绘出职场上的各种难题与利益诱惑，

并通过塑造一批恪守职业道德、坚守理想信念的

新时代金融从业者形象，揭示出在这个充满不确

定性并且布满金钱利益的社会中，有更多的人在

寻找、搭建、固守自己精神财富的“城中之城”，观

众既看到人性的复杂和脆弱，也同样感受着希望

和坚持的力量——因为剧中有那么多怀揣理想、

信念、勇气的从业人员，他们依然在努力工作，追

求专业成长，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如何在竞

争中保持原则、底线和人格。《城中之城》赋予了商

战剧更深层次的审美观念，那便是建设向上向美

向好的心灵世界，就时代性而言，这也是唱响金融

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光明之歌。

好久没去巴黎了。这次

因陈家泠先生在巴黎的画展

去了。

记得20多年前第一次

去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

看巴黎的艺术，传说中的卢

浮宫、蓬皮杜、奥塞馆……还

有遍布于大街小巷的画廊、

古董店和咖啡馆。

让我心向往之的地方，

未必是名山大川，但无不是

有历史，有艺术，人文之美和

自然之美和谐相融的地方。

陈家泠先生是一位87岁依然浪漫而有激

情的艺术家。35年前他第一次去巴黎，回来后

说：如果我和周恩来、邓小平同时代来到巴黎，

见识到现代文明成果的盛况，反观积贫积弱备

受凌辱的祖国，或许我也要成为一个革命者！

他没机会成为革命者，但他成了中国传统

艺术的革新者。35年后的今天，他带着新近创

作的水墨作品和巨型瓷绘作品，再度去巴黎，是

想让那里的人们看看中国艺术家这些年来的探

索和成果。

和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都不同，陈家泠

没有在法国留学过，更不会法语。但展览开幕

后每天都有许多法国人来看展，对这些具有鲜

明东方风韵却又富有创新个性的作品的理解，

毫无障碍。

视觉艺术之传递，本就是最直接的心灵感

受和沟通。没有语言的隔阂，不需要长篇大论

喋喋不休。古语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拿

来形容艺术的力量，最恰当不过。

陈家泠的展览，还让我遇到了两位失联的

老友，他们都在我第一次去巴黎时接待过我。

一位是当年很帅气的画家江大海，现在看上去

走路有点蹒跚了；另一位是我的老同事、当时中

新社法国分社首席记者钟诚，现在是欧洲时报

社长了。钟诚见了我便想起当时正在巴黎学艺

术的龚彦，如今早已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

长，拥有大量年轻艺术粉丝。不由得感慨，时光

真快，人生易老，艺术长存。

此番巴黎之行匆匆，来不及跟巴黎的上海

画家朋友说“我来了”，只是跟陈家泠先生等一

起去了冯骁鸣在枫丹白露的画室。认识冯骁鸣

至今，他一贯低调谦逊，话不多，更不善于夸耀

自己的画。但在法国总统府对街的著名画廊

里，他的画和法国国宝级艺术家皮埃尔 · 苏拉热

等的经典之作和谐共处，交相辉映。

据说上海一个时装品牌就在附近开了旗舰

店，并有一个艺术中心即将落成，首展也将是一

位上海画家——何曦。

这些年，人类明显是遇到坎了，隔阂多了，

对立多了，时有冰冷的气息令人不安。但看到

博物馆里人们热爱艺术的氛围依然，国际间的

艺术家交流还在进行，觉得文明之火不灭，人们

对艺术、对美好的憧憬还在，那就有希望。

冰雪的融化不是靠铲雪车或融雪剂，而是

当各色的花儿一朵接一朵无声地开了，自然就

是冰雪化了的时候。

花城出版社新推出了虹影的长篇

小说《不死鸟》。她那支古怪的文学想

象之笔，穿透文本时空的屏障，隐约碰

触历史的某些神秘片段，但又戛然而

止，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这部小说是由三个相关联的中篇

连缀成的一部长篇。我注意的是作家

写作进度，这三部篇幅不大的中篇，几

乎是一个年头完成一部。这说明《不

死鸟》不是一部随意结构的长篇小说，

而是经过了作家精心的结构布局。我

比较喜欢的是第一部，它可以成为一

个独立中篇，单纯而精致，充满童话般

的诗意。1969年，七岁的女孩小六到

姨妈（妈妈的挚友）家住一段时间，住

家边上是重庆西区动物园，兽苑虎啸

猿啼，山城云遮雾障，女孩如梦似醒，

越窗而出，与一个干干净净的滑板少

年相从游戏。老街尽头，星光灿烂，让

人联想到美剧《三体》里的奇幻呈

现。或许少年叶子是幽灵魅影，或

许姨妈和另一个疯女人的恩怨情

仇导致了一场凶杀案，但七岁女孩

的记忆模糊，难辨真幻。第二部的

叙事时间是1981年，小六刚好十

九岁，一个情窦初开的大学生。她

身边又出现了自称叶子妹妹的玉

子，妖冶而古怪。她是疯女人唐庆

芳的女儿，她要弄明白叶子失踪的

真相，要为母亲洗冤，甚至不惜向

小六施以报复，差一点酝酿成又一

个凶杀案。简直是一个谜团未解，

又被另一个谜团所覆盖。第二部

写的是少女的奇幻遭遇，呼应了第

一部的童年魔幻记忆。小说叙述

到此，三个真正的主角尚未正式登场，只是若隐若

现地浮现在女孩汹涌的脑海里。

小说篇名曰：不死鸟。传说在巫山有种鸟，为

仙女所变，即使打死，瞬间即会复活。小说塑造了

三个四川女子：一个是小六的母亲唐素惠，一个是

小六的“姨妈”唐玉英，还有一个是疯女人唐庆芳，

他们不是亲姐妹却是同乡同族，风华正茂时，携手

闯荡在山城重庆，成为小说叙事者心目中的三只

“不死鸟”。正如穿梭在三个女人中间的男人董江

所形容的：“难道你们三个不是吗？不

死鸟是传说，而你们呢，有一天会成为

传奇。”这部小说所写的，就是关于三

个女人的“传奇”。我们没有见到她们

的涅槃新生，她们还在苦难中挣扎，藏

污纳垢的苦难，竟然成为不死鸟的一

种历练。

如果用个比喻：整部小说构成一

个完整的人体，那么第一部、第二部只

是画出了两条腿和一双手，还没有显

现出整个人形，唯有第三部体量庞杂，

成为拼接手脚并赋以生命魂魄的体躯

与头脑，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所在。第

三部中，叙事者站在1983年逆向探寻

1945年的山城秘密，但由于当事人守

口如瓶，叙事者能够探到的所谓“秘

密”，只是一个稚嫩的女学生用贫乏知

识拼凑出来的历史“想象”，只能说是

一个“传奇”，而不是真相。

作家虹影通过小六的想象，虚构

了一段传奇故事：抗战末年，三个

姑娘在山城重庆卷入一个复杂的

刺杀事件，这里面牵连到国民党军

统中统两股力量、敌伪侵略势力，

还有中共地下活动，案情扑朔迷

离。叙事者小六对母亲、姨妈一辈

人的历史真相最终还是一头雾水，

她对历史的想象充满浪漫、时尚的

情调，然而文本所遮蔽的“不死鸟”

的真正秘密，要远比文字所表现的

传奇故事幽暗得多，也严酷得多。

在虹影的小说里，始终凝聚着

一种实实在在的不变的元素，那就

是作家对母亲、对故乡的挚爱。虹

影在自己的小说里一遍遍书写山城重庆、朝

天门码头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母亲，她在《不死鸟》

的后记里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重庆相对上

海，对我而言是不同的写作经验。上海始终是传

奇，而重庆不仅是传奇，还多了一种魔幻、一种记

忆、一种钻心的疼痛，跟我母亲的记忆相同。”在书

的题记中，她又把这种对母亲和故乡的爱传递给自

己的女儿：

给瑟珀——一个2007年出生的女孩，记住这

儿永远是你的故乡。

古代流行音乐何以流传当代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舞台上站着一个机械臂，比牙医

使用的器械高大粗壮1倍。节目单上

写着“高博文与机械臂——《漫歌行》

AI叙事音乐会”。演出前，谁也猜不透

会有怎样的场景，但是，总有热心观众

与机械臂合影。毕竟，这太新鲜。近

日，上海音乐厅举行的“数字缪斯——

音乐科技融创节”上，有两台音乐会特

别令人好奇、引人遐想。一台就是“高

博文与机械臂”，一台则是更古老的南

音数字化音乐会，名为“过去即是未

来”。数百年前流行于苏州的评弹，以

及数千年前就流行于泉州的南音，迈

入人工智能时代，可以让古代流行音

乐更流行。

《漫歌行》开场，机械臂匀速转动，

顶端亮灯仿佛在“探照”。评弹名家高

博文登场：“我是高博文，我也不是高

博文”——预示着接下来的演出内容，

会令人时空穿越。他一边娓娓道来一

个关于苏州姑娘到上海来成为“时代

曲”明星艾莉的故事，一边以歌唱、评

弹的形式，演绎这个故事，雅致、动

听。在适当的时候，机械臂成为呼应

高博文的某个角色，最绝妙的是，它也

可以成为她——当机械臂后的投影，

变成一位等高的女性侧影时，她就是

那位“时代曲”明星艾莉了。机械臂艾

莉也会唱“时代曲”，委婉且有点哀怨。

天幕上不时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黑白照片，不时又仅仅是抽象的光影，

营造出影影绰绰、虚虚实实的意境。

曲终，高博文介绍，提供当年“时

代曲”流行之际的黑白照片的是丁夏

——漫画家丁悚之孙，丁聪之侄。丁

夏则透露，参与这部作品的机械臂团

队，来自漫画家张乐平之孙及其同济

大学的团队。上海音乐厅方面表示，

为高博文与机械臂“做媒”的正是这次

“融创节”。艺术与科技终会相遇，就

像是历史与文化，终究会在新的时代

中有回响。

回响的，还有历史比评弹还要悠

久的南音。始于唐、形成于宋的南音，

是中国汉族历史最长的音乐体系。陈

三五娘的故事，源远流长至今，流淌在

“点水南乐”这支年轻人的乐队，重新

编配的《年久月深》一曲中……这支编

制中有电吉他、架子鼓等电音的“流

行”南音乐队，是由一群二三十岁的年

轻人组成的。他们带来的音乐会名字

很长——“过去即是未来，数字化的世

界遗产‘南音+’音乐会”。主唱是个温

婉女生郑明明，透露家族中大多数人

都是南音艺人。制作人蔡凯东，看上

去更像是一个东南亚潮男，负责了所

有曲目的编配，同时他也演奏电吉他、

阮和琵琶等——事实上，这些器乐本

身的乐理结构也颇相似。阮，就是东

方的吉他。已有千年历史的南音，在

以流行音乐常用乐器加强节奏感、氛

围感、情绪感之后，变得情感层次更丰

厚、更微妙，甚而更磅礴了。陈三与五

娘之间的情感变化，看似隐忍克制，实

则排山倒海了。那喟叹变得意蕴更为

深刻、绵长。

诗 词 曲 赋 ，原 本 就 是 古 代 的

“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

也会吟”的“吟”，就是歌唱。昆剧《牡

丹亭》中，最著名的“袅晴丝吹来闲庭

院……”，其曲牌名为“步步娇”。所谓

曲牌，就是旋律、节奏相对固定的谱

子。古人唱歌角色这几首谱子好听，

就逐渐固定成几个“曲牌”——以后换

词填进去就行了。所以，与“袅晴丝吹

来闲庭院”曲牌一致的曲目，还有“杨

柳枝头黄昏月”……因而，我们熟读的

诗词曲赋，都是古代流行音乐的词

儿。而我们不一定很熟悉的戏曲、曲

艺，就是古代流行音乐。明清之际，苏

州虎丘的“昆曲大会”有万人齐唱昆曲

之势——与如今万人齐听流行歌星演

唱会一样的阵仗。

“时代曲”虽然特指周璇、白光等

歌手演唱的那一类歌曲，但是音乐、歌

曲反映时代，是不变的特征。正如评

弹是百年前的流行歌曲，南音是千年

前的流行歌曲。而节奏与布鲁斯、爵

士、说唱等，是当下的流行歌曲。可

是，我们知道这当前流行的曲目中有

多少会流传至百年、千年后呢？至少，

评弹和南音做到了流传至今。这就有

其内在原因，不仅仅在于评弹艺人、南

音艺人还在唱，也因为它们还是能吸

引那么多人。

虽然也有观众对高博文与机械臂

的合作持保留态度，“这不是我想看的

原汁原味的评弹”，但是有更多观众保

持开放的态度：“这可以在展览空间里

观看，因为这个节目的视角已经突破

了台上台下的互相对视……”你看，创

新，就这样如涟漪泛开来。依然保有

被讨论的热情，才是艺术寻求绵长生

命力的内因。

古代流行音乐，应该在新的时代，

以新的形式成长，才能持续流传。

本周，上海文化品牌大会在上图东馆举行。

代表最广大人民审美追求的上海市民文化节，是

有口皆碑的上海文化品牌。此前，“城市美育日”

在上海全市各个区次第绽放，上海市民文化节如

约而至。本年度市民文化节的主题聚焦“人民城

市 人人出彩”，在文化场馆、街区、水岸、公园、绿

地、广场等多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城市美育活动，认识美、体验美、展示美、创造美，

以文化人、以美育人，全民美育赋能上海市民文化节

进一步提质升维。

经过多年的探索、创新和发展，上海市民文化节已

经成为重要的文化品牌，不仅在上海家喻户晓，而且在

全国也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上海市民文化节的品牌

之路对于文化品牌的打造工作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与启示，在广

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只

有与日常生活世界充分融合，并且切实呼应和满足民众

多样丰富的文化需求，文化品牌的培育与成长才可能具

有勃勃的生机与常新的魅力，而不是如灿烂烟火，虽一

时光彩夺目，却眨眼即逝。

文化品牌是城市文化内涵与特质、文脉传承、民

众文化需求、对外文化影响最为集中的载体。新时代

的上海文化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与累积，形成

了自身鲜明的文化特色，其深沉的历史底蕴与形态的

五彩斑斓彰显了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神采，同时也不断

生成类型多样的文化品牌，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

文化熔铸了上海文化品牌的丰厚内涵。上海文化品

牌的打造既要不断充实滋养已有的文化品牌，传承上

海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要创新和发

展，准确把握广大市民群众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需求

特点，在无所不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提取文化品牌得

以成长的内在基因，打造具有广泛社会影

响甚至是世界影响

力的文化品牌，不

断提升上海的城市

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高质

量文化产品的供给

成为上海文化品牌

建设的重要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上海从“十二

五”就开始布局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系统框架，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整

体推进，上海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

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根据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阶段性特点和要求，上海打造

了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在全国起到了示范

和引领的良好效应，具体表现在创新运行机制、激活

文化空间、丰富文化供给、活化文化资源等多个方面。

文化原创方面，近年来“上海出品”渐入佳境，大

量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文艺佳作，现象级的影视作

品不断涌现，见证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波澜壮阔和丰

富多样的心灵图景。2023年岁末，电视剧《繁花》热

播，成为网上网下现象级的文化事件，不仅掀起收视

狂潮，更是打造了一个城市文化原创IP，一部剧点燃

一座城。《繁花》讲述了时代大潮中精彩的上海故事，

生动细腻的风格化影像之中充溢着海派文化的独特

神韵，让人沉醉其中，人的命运和城的生长水乳交融，

成为优秀原创IP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绝佳范

例。

文化品牌的打造不仅要提升上海文化的对外影

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上海文化的可见度，同时一

个更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有

充分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参与。无论是优秀文化资源

的传承创新，还是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各类新型文化形

态的跨界融合，都不能脱离和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只有深深扎根于广博深邃的日常生活

世界，文化品牌的打造才能超越网红效应的过分追

逐，在静水流深的日常生活中引领上海文化在新的时

代不断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