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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由北京一未文
化、新东方·阅读空间等联合主办的“‘方
木’与雷米的十五年创作”——《宽恕之
城》 全国首发媒体直播见面会近日在京举
行。作家雷米、诗人戴潍娜、戏剧导演吴昊
宸以及北京一未文化创始人、话剧 《人世
间》总监制魏童等与现场读者展开分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雷米新作《宽
恕之城》，在贴近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探讨
了关于“救赎与新生”的主题。长期的创作
生涯，让雷米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已然形成
具有独立世界观内核的“雷米宇宙”。见面
会以“雷米宇宙”中“方木”这一警察形象
作为视角切入，探讨了作者从最初创作的小
说“罪”，到现在的作品“宽恕”所表现出
的主题发展变化。

雷米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初衷和心路历
程，他表示，“坚持十五年创作是艰难的，
它让我在短暂的人生中能够以‘方木’和其
他角色的视角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像平行
宇宙一样带给我许多宝贵的体验。”

戴潍娜表示，“‘雷米宇宙’写的是普
通人看似平凡生活中的危机四伏，这是非常
有张力的。”

魏童作为 《宽恕之城》 IP 全球全版权
方，分享了与作者和作品结缘的故事。

雷米新作
《宽恕之城》在京首发

本报讯 （见习记者蒲添 记者章红
雨）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五篇大文章”
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数字金融作为

“五篇大文章”之一，成为热议话题。近
日，《生成式AI大模型：赋能金融业变革》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10 余位专家学者
在书中共谋“数字金融”大文章。

据该书副主编林常乐介绍，《生成式AI
大模型：赋能金融业变革》一书，既有政策
治理的研究解读，又有行业场景的落地实
践，更有前沿技术的展望。书中提出，加快
科技创新，是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要。当
前，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
我国人工智能也在蓬勃发展，赋能千行百
业。生成式AI大模型将会为金融业变革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

据了解，该书邀请了中国工商银行、清
华大学、中国工程院、中国证监会等机构的
10 余位权威专家，对金融领域大模型的技
术、应用、合规、监管等进行深入阐释，力
图共同构建更强大、更安全、更可靠的金融
垂直领域基础模型，切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助力。

专家著书讲述生成式AI
大模型与金融业变革

“谨以此书献给新中国第一代建设
者。”——这是写在《家国记忆：一对五
十年代大学生的时代背影》一书扉页上的
第一句话，也是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和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主题出版研究院联合策划
出版该书的初衷。

近日，《家国记忆》新书出版座谈会
在沪举行，与会者纷纷表示，这是一部策
划有深度、内容有温度、史料有厚度的图
书。这本独特的平民传记以两位耄耋老人
大半个世纪的感人故事为切入点，折射出
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的时代背影。

讲述一对知识分子的家国梦

《家国记忆》的作者陈青法、方灵兰
是一对上世纪50年代大学生夫妇，毕业
于南京林学院，服务国家林业建设 40
年，曾编写《简明林业辞典》，获中国林
学会劲松奖。全书以近九十高龄的陈青法
的回忆为主线，历史跨度80余年。这位
老知识分子在书中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上个

世纪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和社会面貌。
回忆始于抗战时期，从谋生于动荡乱

世的少年时代，到 1956 年考入大学的青
春年代，再到支边服务国家林业建设的
成年理想，陈青法、方灵兰夫妇将“黄
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号召作为毕
生追求，最终回归故里，依然过着清贫
的生活。

全书在历史记忆的底色之上铺陈事
业线与爱情线，描述作者对党的无限热
爱与向往，表达了他们的赤子之心；温
情讲述夫妇二人在各种艰难条件下携手
奋斗的历程和贯穿始终的家国梦。书中
一个个极具画面感的情节描摹展现了他
们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国家的伟大取决于她的普通百姓的
伟大。”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宗光
为 《家国记忆》 作序。她在座谈会上表
示，《家国记忆》这本书内涵丰富，蕴含
着具有时代延续性的精神品质，再现了他
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和这个时代涌现出的真
情奋斗过的一代人。

主题出版更应该拥抱他们

“这是一代即将消失的背影，他们走到
了人生的黄昏。他们为共和国付出了很多，
我们的出版需要走进他们，主题出版更应
该温暖拥抱他们。”座谈会上，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说。

“这是一代坎坷与奋斗交织的勇士，
这是一代打下共和国大厦基座的英雄！也
许他们就是我们的祖辈，也许他们正是我
们的父母，还好，他们不少人还在，我们
一定要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致谢和敬意，这
是一个强大和温暖的国家所必需的。”在
新书“策划人语”中，韩建民充满感情地
写下这段话。

“已经很少见到如此鲜活、灵动、深
刻的作品了。”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
毛建锋告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
者，作者将真实的个体生命史与共和国建
设史交织在一起，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将
个人的价值融入到整体价值之中，折射出

新中国建设、改革、发展的辉煌历程。浙江
科技社敏锐地感觉到，在主题出版领域，这
本书将是开平民传记之先河的作品。

座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
评价，《家国记忆》是一部以小切口反映大
时代、大主题的精品佳作，拓展了主题出版
的范畴，发掘出主题出版更大的意义。商
务印书馆学术顾问、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
长贺圣遂表示，这是一本成功的难得一见
的好书，传记在微观史料和大历史大时代
之间建立了联系，能够引发读者思考，坚定
新时代建设者勇往直前的信心。

记者注意到，在《家国记忆》这本书
最后设计了“与未来对话”部分，将当代
人对五六十年代大学生人生选择与人生理
想的疑惑，以祖孙对话体形式提出，以
当代人熟悉的问答方式，引导当下青年
读者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产生共鸣。“期
待与年轻人建立连接，达成对历史的理
解，启迪年轻人感悟人生价值，激励他
们奋发向上。”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
辑宋东说。

《家国记忆：一对五十年代大学生的时代背影》出版

小切口呈现大主题 小故事折射大时代
□本报记者 金鑫

本报讯 （记者黄琳） 3 月 19 日，
“时代书写者——茅盾 《子夜》 主题展”
浙江省巡展启动仪式在宁波图书馆举
行。宁波图书馆作为浙江省巡展的第一
站，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和读者。

此次展览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图
书馆主办，宁波图书馆承办，浙江文学馆
协办，通过展览的形式，让纸上的文字

“活”起来，深刻展现《子夜》的创作背
景、时代历史和社会现实，以及茅盾先生
丰富的思想内涵，让读者能够真实、直观
地理解和感受这部文学作品的魅力。主题
展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文学经
典、感受文化魅力的平台，也为浙江文化
的传播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公室主任吴春梅认
为，在图书馆举办展览不仅是对文学价值
的再认识，也是对知识力量的深刻致敬；
不仅是一次文学的交流，更是一场精神的
互动。希望文学馆、图书馆依据各自特点
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文学公共场所的服务
职能，成为人民群众文学生活的纽带，成
为文学走向人民大众的发动机。

宁波图书馆馆长徐益波表示，宁波图

书馆一直致力于推动阅读文化的发展，为
广大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此次主题
展的举办，不仅是对茅盾先生文学遗产的
传承和弘扬，更是对广大读者文化需求的
一次积极回应。

浙江图书馆副馆长李俭英说：“展览

以文学为纽带，以书籍为桥梁，实现了文
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跨界合作，开启合作
共赢新篇章，带动全省广大读者重温经
典、宣传经典，进而助推书香社会、文化
强国建设。”

启动仪式上，宁波市朗读联合会会

员劳文涛朗读 《子夜》 选段，语文教师
北辰分享 《子夜》 阅读感受，为读者带
来文学与艺术体验。

本次主题展将在宁波图书馆展出至4
月17日，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将陆续在
浙江省25家公共图书馆展出。

茅盾《子夜》主题展开启浙江省巡展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在3月21日
“世界睡眠日”到来之际，3月19日，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喜临门睡眠研究院主办
的 《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4》 发布会在
京举行。

报告由喜临门睡眠研究院主编，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
中心和知萌咨询机构研创。基于“智能时
代的睡眠健康”主题，报告全面分析了数

字化时代对于大众睡眠质量的深度影响，
针对手机成瘾、网络使用对睡眠的影响以
及公众对智能睡眠产品和服务需求等进行
了专题深度解读。

睡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生活
质量和社会发展状况。报告运用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理论，主要基于 2023 年中国
居民睡眠状况线上调查，研究中国居民的
睡眠状况、心理和行为，并对不同年龄段
群体、不同就业状况群体、不同主观社会

经济地位群体和互联网数字工作者的睡眠
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群体的睡眠
改善倾向与消费需求、不同群体对人工智
能的态度和智能睡眠产品的使用倾向与使
用意愿等进行了分析，并编制了睡眠指数
来综合衡量居民的睡眠状况及其发展变
化，进而为改善居民睡眠状况、促进睡眠
平等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报告对互联网数字工作者的睡眠状况
进行分析发现，涉互联网程度越深的职业

睡眠时长越短，低互联网涉入职业群体的
睡眠时长显著长于其他组。整体来看，不
同程度互联网涉入职业群体每晚平均睡眠
时长在 8 小时及以上的比例均低于 50%。
对比来看，高互联网涉入职业群体的短时
间睡眠 （6小时及以下） 比例较高、长时
间睡眠 （10 小时及以上） 比例较低。低
互联网涉入职业群体的短时间睡眠比例较
低、长时间睡眠比例较高，但与中互联网
涉入职业群体的差距不明显。

《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4》分析认为

涉互联网程度越深的职业睡眠时长越短

“时代书写者——茅盾《子夜》主题展”
浙江省巡展启动。 浙江图书馆 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杨雯） 由王恬工作室
制作的新综艺 《我们仨》 将于 3 月 23 日起
每周六22：00在湖南卫视、芒果TV双平台
播出，湖南广电发布的首个 AI 导演“爱
芒”将在节目中与 3 位常驻嘉宾携手合
作，结伴前往国内 4 个地标城市进行取
景，深入体验当地风景与文化，开启一场
治愈之旅。

人工智能模型 Sora 面世后，文字迅速
生成视频内容的能力令人惊叹。鉴于日新
月异的科技发展，湖南广电快速作出回
应，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演“爱芒”，为
电视节目制作提供全新的智能解决方案。

“爱芒”的相貌是由湖南卫视、芒果
TV双平台制片人的人像合成而来，声音则
是采集了双平台“95后”“00后”年轻导演
的声音合成。“他”将从助理导演的岗位开
启职业生涯，在不断吸取信息反馈中成长，
期待最终能成为一个成熟的AI导演。节目
所展示的不仅是一路美好的风光之旅，更
是AI机器人愈战愈勇的升级之路。

国内首个AI导演
“爱芒”亮相《我们仨》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3 月 19 日，
上海音乐出版社承办的“真善美”第39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市民主题征文活动正
式启动。

该 征 文 活 动 以 “ 我 与 祖 国 ”“ 乐 与
阅”为主题，征文内容为乐评、书评，还
有形式为文字或视频的微乐评、微书评征
集，凡在上海市常住的市民均可参加，不
限年龄和国籍。征文活动截稿日期为 2024
年4月22日。

据了解，第 39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以“礼赞新时代”为主题，将于 3 月 22 日
至 4 月 14 日在上海举办。音乐节期间，将
举办 66 台主题演出，包括 57 台音乐演出、
9 台舞蹈演出。此外，还将举行 10 项专项
主题活动，包括 2 项节中节、3 项征集活
动、5 项教育成果展示及丰富多彩的展演
活动。“真善美”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市民
主题征文活动是3项征集活动之一。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主题征文活动启动经典作家大多都远离了我们这个时

代，是否还会被当代人所记住呢？其实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举凡是经典
作家，必定有超越时空的力量，正如司
汤达所说，“百年之后必有知我者”。

近日看到的一则老作家“翻红”的
消息，再次印证了以上观点。新闻说，
不久前，一个“史铁生的顶级文笔”登
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伴随而来的是无
数网友的感慨：“史铁生，我的最强嘴
替，很遗憾怎么现在才看他的书。”

这里要解释一下，“嘴替”是近年
来很火爆的一个网络语，指那些说出了
自己想要说的话，想要表达的观点的
人。如果我们把视角回望一下就会发
现，在史铁生突然火爆网络之前，余
华、路遥、汪曾祺、契诃夫、卡夫卡等
都曾成为年轻人的新“嘴替”，让无数
的读者为之着迷。自然其代表作品也不
胫而走，成为爆款。

这次史铁生突然在网络上爆火，其

作品也在互联网上全面“翻红”。“一个
拿死说来说去的人并不是真的想死，而
是还在……还在渴望爱。”出自史铁生

《务虚笔记》中的这段话，在社交平台
上获得了近 150 万个点赞。很多人感
叹，学生时代史铁生总是作文里“身残
志坚”的榜样，而今翻开他的作品细
读，才发现他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被轮
椅困住的无常人生，更给出了在命运洪
流中如何保持姿态的答案。

史铁生的爆红，既让我们感到意
外，又让我们感到实至名归。这些以往
只被文学界津津乐道的作家，如今成为
全网追捧的人物，足以说明其作品在当
下的语境中找到了一个出口，所蕴含的
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思想魅力，成为
当代年轻人拓展视野，丰盈精神世界的
一个有力的宝藏。

从史铁生的爆红网络，笔者发现，
要想让那些还在沉睡的经典文学复活，
走进当代生活，走进当代年轻人的心

田，需要借助网络的影响力，深度开掘
这些经典作家作品内在的精神气质和独
特的艺术魅力、思想魅力，从而提升年
轻人的人文素养，奠基精神世界。

应当看到，经典作家创造的文学世
界，既是一种历史的留存，也是需要当
代人不断深入开掘、深入发现、深度走
进的文学矿藏。就像笔者时常在街上看
到的年轻人背着的帆布包、身穿的文化
衫、使用的手机壳，不少都印着经典作
家的名言。如出自契诃夫通信《致阿·
谢·苏沃林》中的“天气好极了，钱几
乎没有”；卡夫卡成为了“发疯文学代
表”，出自《给菲莉丝的信》中的“我
最擅长的事，就是一蹶不振”，来自卡
夫卡文章残篇的“一切障碍都将我击
溃”也成为了互联网金句。

可见，经典作家的“翻红”，必然
是其作品和当下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共
情和共鸣。这种共鸣足以震撼当代人的
神经，深度抵达其精神世界。让经典作

家在当下被唤醒，是时代的需要，也是
历史的必然。因为经典名著可以唤起生
命的激情，唤醒人的灵性，补充我们的
精神生活所需，其天生携带的“营
养”会让读者有效补充精神之钙。

凡是读过一些经典名著的人，都会
记得那些经典作品的至理名言。如史铁
生《病隙随笔》：“所谓命运，就是说，
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
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
换。”雨果《悲惨世界》：“世界上最宽
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

史铁生成为“网红”现象，再次告
诉我们：经典作家不但不会过时，还会
常读常新。多读这些经典作家作品，会
不断砥砺斗志，提升思考和认知能力。

毋庸置疑的是，今后还会有更多的
经典作家在网络上不断“翻红”。这既
是经典作家的永恒魅力，也是经典文学
与互联网世界深度融合的有力见证。

经典作家成“网红”，是另一种深度融合
□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