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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审美文化新时代审美文化
与审美教育与审美教育

（上接第1版）
在今天的城市建设、文化建设中，要将美的因素、美

的形式、美的创造思维以及创造成果融入到工业造型、
城市规划、日用品制造等诸多方面，将美的法则贯穿于
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增强文化自信，以美为媒，加
强国际文化交流。”美术的力量，在于让中国变得更

“美”，让世界变得“美美与共”。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美术的殿堂，是化育大众的美的

平台，是国际文化交流的窗口。在美术馆发展的60周年
历程中，观众与作品、艺术家与美术馆人，以及社会与美
术馆之间所发生的关系，皆围绕着美而展开。

——“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藏精品展展出时，数
九寒冬，从学龄前儿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排长队来看
展，让美融入精神文化生活。

——“美美与共”国际美术作品展，从馆藏61个国家
3500件作品中遴选出224件精品，以美凝聚了世界艺术
家，成为以艺术经典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诠释。

——“美在生活”全国写生艺术展，以300多位艺术
家500多件作品，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美术家深入生
活的崭新面貌。

——“美在河山”中国美术馆藏风景题材作品展，从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传统美学思想，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以美言志，赞美时代。

——“以美扶智”大型美展，以美术作品反映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取得的新成果。

——“美在耕耘”新年大展，用美术作品铺陈了一代
代耕耘者的生命底色，成为“三牛”精神最生动的阐释。

……
一个“美”字，包罗万象，美在内容，美在形式，美在

心灵，美在与时代同行。
不仅如此，中国美术馆有着 12 万件藏品，“典藏活

化”系列展将沉睡于库房之宝为人民所享，与世界同仁
共美；“大师讲大美”系列公教活动中，杨振宁、余秋雨等
名家领衔，以美涤荡心灵、开拓视野，迸发出思辨的光
彩；“为新时代人物塑像”以艺术创作与公共教育相融合
的鲜活方式，凝固英雄与楷模最美的形象；深入考察
西部多地优秀美术作品，以美脱贫，助力乡村文化振
兴；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共建“美育基地”，推动高雅艺术
进校园……

美的生命力在于跨越时空，启迪心灵。对世界而
言，让彼此之美充分展现相互交融，也将有助于构建一
个更加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美术馆持续保持与国际
社会的联系。欧洲许多国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来信表
示，我们同在人类的一叶扁舟之上，所以必须团结一致，
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

这充分说明，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贵在交
流，而作为表现人类精神、情感、理想、信念，以及审美价
值观的艺术，则往往是沟通心灵的桥梁。

2018年5月5日，由中国政府赠送的5.5米高的雕塑
《马克思》立于德国马克思故乡，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作品以从容迈步的思想家的形象，讲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故事。

2019年5月4日，大型雕塑《百年丰碑》立于法国蒙
达尔纪邓小平广场，它以表现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讲述了一百年前旅法勤工俭学
的故事。许多欧洲民众表示，正是通过这尊雕塑才了解
了当年一批立志改造世界的中国青年曾在这里寻求真
理。在欧洲国家的公共广场永久矗立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的铜像并不容易。当时，法国的政要和艺术大师都到
场参加揭幕仪式，全场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
说明讲中国故事要切题，也说明艺术力量的背后是国家
实力的支撑。

2020年1月17日，意大利达·芬奇博物馆立起一组
大型雕塑《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该
雕塑表现达·芬奇与齐白石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
艺术家相视相望、彼此倾听的场景。东西方文化于此对
话，象征着人类文明情感的交流。作品揭幕时，全场奏
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意大利国歌，传递出当今世界
对文化共融、艺术共创、人心共通的需求与呼唤……

习近平总书记曾诗意地提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
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
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

期待中国美术为人类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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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网络文学的源头是金庸客栈再论中国网络文学的源头是金庸客栈
——兼应欧阳友权“网生起源说” □邵燕君

讨论网络文学缘起是从网络文学20周
年纪念活动前后开始的，长期关注网络文学
的人士意识到，应该对它的前世今生做一个
阶段性的总结，网络文学未来能走多远谁也
不知道，但来路还是应该弄清楚的。2018年
3月，上海作协邀请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专家
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投票选出了20年20部
代表性作品。这个活动在客观上向社会传递
了一个信息：中国网络文学发端于1998年。
其实传递这一信息的时间还可以往前推一
推，2008年10月29日至2009年6月25日，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指导下，《长篇小说选刊》
杂志社与中文在线旗下17K小说网联手举
办了“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当年7月，
鲁迅文学院举办了首届网络作家培训班。我
作为活动的亲历者记得很清楚，当时确有为
网络文学纪年的初衷。

目前关于网络文学的缘起大致有三种
观点：站点说、作家作品说、现象说。需要说
明的是，源头和起始年是部分重叠却有区分
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在时间上，源头会久
于起始年，源头有可能是某个单一事件或作
品，而起始年则需要相对多的、有影响力的
事件或现象作为依据。

“站点说”相对简单，谁建站最早自然那
里就是发端之地。这当推1995年8月中国大
陆第一个出现的BBS“水木清华”和1996年
8月新浪旗下的“金庸客栈”，但这两家前者
是局域网，不对大众开放，后者则是金庸武
侠小说拥趸聚会的场所，后期才逐步演变为
开放性的大众写作平台。1997年6月，网易
公司成立，8月向用户提供免费个人主页，这
是网络小说站点得以发展的基础。此后的

“碧海银沙”“黄金书屋”，以及相继出现的
“龙的天空”“西陆论坛”“旧雨楼”“西祠胡
同”等BBS合力形成了网络文学最初的联
盟。在此过程中，1997年12月朱威廉创建

“榕树下”文学主页，及1999年8月“红袖添
香”书站开启，网络文学的大众性和广泛性
才真正得以实现。“站点说”将中国网络文学
的起始年定位于1996年，有一定合理性，也
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作家作品说”则包含两种观点。一种观
点认为，从北美留学生通过电子邮件传递文
学作品算起，可以追溯到1989年。具体到个
人，1991年4月，少君在中文电子周刊《华夏
文摘》上发表短篇小说《奋斗与平等》，被认
为是华文网络文学的开篇之作。而中国网络
小说的肇始者被认为是罗森于1997年8月
开始连载的《风姿物语》，但其在当时并没有
成为现象级作品。2003年4月，《风姿物语》
转发于起点中文网之前，尚未见到在大陆有
传播的记录。《风姿物语》2006年1月完结，
其时，大陆玄幻代表作《飘邈之旅》《诛仙》

《紫川》《亵渎》《佣兵天下》《魔法学徒》已经
声名鹊起，以唐家三少为代表的新一代玄幻
作者也已经创作了大量作品，影响力不在
《风姿物语》之下。可见时间领先一步的《风
姿物语》，对于中国网络文学的象征意义远
大于它的实际影响力。

《风姿物语》是日本著名游戏《兰斯》系
列 的 同 人 小 说 ，确 切 地 说 是《鬼 畜 王
RANCE》的同人。作为网络玄幻小说的源头
之一，应该没有争议，但是《风姿物语》只能
作为潮流的代表，而不能作为网络玄幻小说
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玄幻进入华语创作世
界，是必然的现象。这并不是对《风姿物语》
的贬低，罗森领先一步，采用超前的创作手
法进入网络，对中国网络文学的贡献是值得
书写的，但也不能因为玄幻后来做大了，20
年后重新定义，必须将在网络最早发布玄幻
小说的年头定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年。大
家都知道，玄幻小说有更早的源头，黄易创
作于1988年的《破碎虚空》即初现了玄幻武
侠题材的奇幻瑰丽之美，此后的《大剑师传
奇》《寻秦记》《大唐双龙传》则进一步拓展了
东方玄幻的魅力。由此可见，由中国武侠小
说和西方奇幻小说演化而来的玄幻小说的
确早于网络文学问世，并且对后来在网络上
风起云涌的网络玄幻小说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它并非网络小说早期的引路者。确切地
讲，在2002年之前，有影响力的网络作家中
几乎没有玄幻小说作家。以起点中文网为主
导，2003年后逐步形成的网络文学VIP收
费阅读推出的“玄幻小说”热，只能认定是中
国网络文学第二个创作高潮，此后玄幻小说
逐渐成为网文发展的龙头类型。或者可以这
样理解，没有玄幻小说就没有今天的网络文
学，玄幻小说以其独特性为网络文学打开了
一扇大门，但这是2003年以后的事情，前面
5年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网络文学我们不能
视而不见。尽管《风姿物语》不失为中国网络
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但“作家作品说”将
1997年定位于中国网络文学起始年，并不
恰当。这和中国现代文学将起始年定于
1919年（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第一篇
白话小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发表
于1918年5月，道理相通。

我个人主张的是“现象说”。我认为这是
由网络文学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即草根写
作、大众参与、社会关注三者合一方为起始。

“现象说”盖源于中国网络文学第一个创作

高潮，标志性事件乃是1998年3月至5月，
蔡智恒（痞子蔡）开始在BBS上连载《第一次
的亲密接触》。这一由互联网派生的首部畅
销小说，大量采用网络语言，比如“见光死”

“恐龙”“I服了u（我服了你）”“我T你!（我踢
你）”之类，作品讲述了一段纯洁、调皮且又
悲情的网恋故事。1999年，《第一次的亲密
接触》在大陆出版，短时间内不断创造小说
出版记录，销售过百万册，先后改编成多种
舞台剧、电影和电视剧，成为众多网络写手
效仿的对象，形成了一股“亲密接触”的旋
风。和这一旋风形成交集的两家大陆网络文
学站点，分别是1997年12月创建的“榕树
下”和1999年8月开站的“红袖添香”。

上个世纪末，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中
国当代文学面临新的格局，先锋小说前路渺
渺，新写实主义有所抬头，港台武侠、言情小
说大行其道。在民间出版业的推动下，商业
化写作初露端倪，一批大众文化期刊蓬勃兴
起，《今古传奇》《知音》《读者》等成为阅读时
尚。中国第一代网络作家大部分是“70后”，
在 90年代中期起步进行文学创作。网络
BBS的出现，尤其是“榕树下”“红袖添香”和
稍晚一些的“天涯社区”先后建站，为他们创
造了一片追求文学理想、施展文学才能的天
空。早期网络文学以都市情感和武侠为主体
而不是玄幻小说，像安妮宝贝、宁财神、李
寻欢、今何在、蔡骏、慕容雪村、邢育森、俞
白眉、君天、沧月、步非烟、凤歌、庹政、楚惜
刀等活跃于BBS论坛的作者，见证了中国网
络文学的第一个创作高潮。1999年，“榕树
下”主办“首届网络原创文学大赛”，评委是王
安忆、贾平凹、余华、王朔和阿城等人。“榕树
下”网络文学大赛和新浪原创网络文学大赛，
为他们和传统文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70后”当中也有一批在网文类型化过
程中转型成功的作家，比如幻想类作家猫
腻、萧鼎、燕垒生、徐公子胜治、忘语、树下野
狐，架空历史类作家月关、酒徒、蒋胜男、贼
道三痴，新军事类作家骠骑、说不得大师、流
浪的军刀，现代都市类作家骁骑校、李可、携
爱再漂流等等，他们承袭了前辈作家的文学
理想，同时开辟了网络文学的崭新天地。
2004年后接过接力棒的唐家三少、血红、跳
舞、梦入神机、辰东、阿越、阿菩、骷髅精灵、
流潋紫、桐华、天下归元、丁墨、月斜影清、
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烽火戏诸侯、爱潜
水的乌贼、愤怒的香蕉、紫金陈、唐欣恬、丛

林狼、蒋离子等一众“80后”，则将网络文学
做大做强，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文学样式，为
网络时代的中国大众文学登上国际舞台拉
开了序幕。

“榕树下”和“红袖添香”当年推出了一
大批时代气息浓厚的都市情感类短篇小说、
散文、随笔和诗歌，这在一定程度上和《第一
次的亲密接触》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红袖
添香”此后还专门出版了短篇故事集《看见
你的脸红》，文风之相近可见一斑。总之，当
年活跃于“榕树下”和“红袖添香”的一批网
络作家不应该被文学史遗忘，他们是真正意
义上的中国第一代网络作家。上海网络作协
主办的《网文新观察》最近约请当年活跃于

“榕树下”的作者撰写回忆文章，从中我们大
致可见网络文学最初的模样，人生就是一个
各自奔天涯的过程，聚散终有时，但火种依
然存在，“我刻下坚持和信仰于树上，即便狼
奔豕突于日常琐碎与生活重负，困囿于父母
妻儿期望，负重生活的压力与生命尊严，依
然坦然从容，不改初心”（庹政）。当年的作家
中如今“有的是畅销书榜的常驻客，有的是
热播影视剧的编剧，有的成为文化公司的老
板，更多的是始终笔耕不辍坚持创作的普通
人，文学之梦是我们心底彼此相连的纽带”
（楚惜刀）。经过不断摸索，中国网络文学找
到了自己的方向，一直在不断壮大，网络作
家靠文学网站VIP收费阅读的分成养活自
己，进一步凭借版权延伸过上富足体面的生
活，这段跨世纪的历程，起起落落、分分合
合，留给人们的有感伤和怀念，但更多的是
坚韧与宽广。同时，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当初
不惜将身家和青春搭上去的网站始创者，那
些在编辑生涯中一点一滴将创作经验分享
在网络上，为一代又一代网络作家做嫁衣的
网文编辑，其中的代表者朱威廉、起点团队、
孙鹏、血酬、千幻冰云、刘旭东、杨晨……他
们为网络文学作出的贡献完全有资格进入
文学史。

我赞同一种说法，中国网络文学是多源
头的，所有早期对网络文学有过贡献的平
台，个人领跑者（包括海外留学生），乃至西
幻、日漫都是源头的一部分，但起始年还是
应该以重要现象作为依据，《第一次的亲密
接触》不只是一部作品，还是一个重要文化
现象，即网络文学在民众中产生重大影响，
引发社会关注，进而获得理论意义上的合法
性。当下有部分网络作家认为《第一次的亲
密接触》不是网络文学，因而否定它的历史
作用，这或许是对早期网络文学缺乏了解，
或许是认为正宗的网络文学必须是超长篇
小说，甚至必须是幻想类作品，这些观点有
失偏颇，对网络文学的历史演化有失公正。
若是对中国网络文学做一句话溯源的话，顺
序应该是这样的：北美留学生邮件和论坛+
少君——黄易+《风姿物语》——《第一次的
亲密接触》+榕树下文学网，1998年瓜熟蒂
落钟声响起，一个时代新的文学坐标由此建
立。这是我的观点。

欧阳友权“生于北美→成于本土→走向
世界”的“网生起源说”，必须要面对两个问
题，其一是“生于北美”的网络文学，并不是
那个“成于本土并走向世界”的网络文学。
其二是若将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定为1991
年在美国诞生的全球第一个华文网络电子
刊物《华夏文摘》，那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出现
了如此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生态，而引领了
互联网革命的欧美并未生长出一种有别于
印刷时代文学工业的网络文学工业呢？

欧阳友权在《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
起点》一文中指出，《华夏文摘》“创刊号上发
布的《太阳纵队传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
一篇汉语网络原创散文”，但实际上在该文
底部明确标注有“本文转载自《今天问》文学
杂志1990年第2期”。显然，海外华文网络
文学在时间上虽是最早，但仍是把网络当作
一个新的便捷的传播渠道，在内容创作上并

未显示出充分的“网络性”。无疑，在一个新
媒介诞生之初，它一定会首先成为旧媒介的
内容渠道，而后才能发展起自身特殊的生产
方式。《华夏文摘》最早就是把纸质文学搬到
网上，后来虽然有了部分原创，但仍然是一
个以编制审核制为中心的“网刊”，除了传播
介质不同外，并没有如欧阳友权文章中所说
的“让网络文学形成机会均等的生产机制和
互动共享的话语权分发模式”。这一“网生”
机制正是形成在网络论坛之中的。

关于文学的起源问题当然是要依靠“事
实判断”而非“概念推演”，但背后一定是有

“价值判断”的。将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华
夏文摘》视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虽然在

时间层面上是最早，但恐怕它解释不了中国
网络文学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的。
它的来处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代表的
方向更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方向。尽管仍
可以如欧阳友权所说，“这些功能范式是在
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在
它诞生伊始就能具备的”，但包括《华夏文
摘》在内的海外华文网络文学与今日作为中
国网络文学主体的商业文学网站和超长篇
类型小说并无直接的亲缘关系，中间没有形
成一个“演进的链条”。这一链条的起始点
正是金庸客栈。其实，细察“网生起源说”的

“网生”，最后导向的就是以金庸客栈为代表
的中国网络文学的论坛模式。

欧阳友权文章还认为“对于没有国界的
‘网络地球村’来说，计较其诞生于哪一个国
家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中国网络文学的

“中国性”，关键就在于中国人如何在首发
于欧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文学浪潮中，
以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本土的回应和发明。
就此而言，计较中国网络文学诞生在哪一个
国家是有重大意义的，不仅直接影响到在

“网络地球村”里中国的位置和意义，更关
乎中国文学和中华文明能够为人类共同体
提供怎样的特殊价值。中国网络文学能够
走向世界，靠的正是虽然经受国际流行文艺
洗礼，但“生于本土也成于本土”的超长篇类
型小说。

网文史与新观察网文史与新观察

一个时代的文学坐标一个时代的文学坐标
————中国网络文学缘起之我见中国网络文学缘起之我见 □□马马 季季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原
副主任中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5月8日在哈尔
滨逝世，享年93岁。

中流，原名郑存，满族，中共党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
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北国诗絮》《燃烧
的爱》《爱的花苞》《爱的微笑》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等。

中流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湘西州泸溪县文联原主席侯
自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5月4日在湖南泸溪去
世，享年82岁。

侯自佳，笔名恣珈，苗族。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荒村》《匪王·歌女》《沅水魂》等。

侯自佳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杜立
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29日在山东淄博去
世，享年53岁。

杜立明，1995年开始发表作品。2016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著有作品《五月的最后一天》《我的诗经》《不是所有怪
物都是坏的》等。曾获泰山文学奖等。

杜立明同志逝世

本报讯 4月24日，冯玉雷长篇小说
《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在西北师范
大学举行。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俊
宗、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卢胜利、太
白文艺出版社社长党靖，以及岳雯、周明
全、王晴飞、张玲玲等专家学者围绕该书
的创作及其价值展开深入研讨。

《野马，尘埃》是冯玉雷历时12年创
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上下卷近百万字。它
以《庄子》中的典故“野马”“尘埃”为构思，
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顿悟大乘正
理决》等文献为主要创作材料，以安史之
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
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人
物活动大舞台，呈现出当时社会各阶层、
各民族在变动时期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
程。大家认为，小说以宏阔的视角，呈现
了汉唐背景下广袤地域、深远历史、纷纭
人物所构成的时代。同时，该书的写作与
出版涉及历史题材小说的当下写作、文献
资料的文学生发、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
转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冯玉雷表示，30多年来，自己始终将文学

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发
展史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我的敦煌文化
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
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 （行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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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4日，由《神州》杂志社
和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主办的胡松夏长
诗《仰望七月》研讨会在京举行。王久辛、
李金明、赵琼、吴述波、符力、舒笠桦、马
文秀、海城和马宏光、康桥等诗人分别以
线下和线上方式与会研讨。研讨会由诗
人岳强主持。

诗人胡松夏近年来一直坚持主旋
律创作，先后推出了《诗记雷锋》《甲午》
《山河》等长诗。《仰望七月》是其第9部
作品，全诗约2000行，今年初由《神州》

杂志选发。与会者认为，该长诗以建党
100年来的重大史实为创作素材，借助
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共产
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其中既有浴血
奋战的不畏强敌、也有艰难探索的奋勇
前进，既有改革开放的千帆竞进、也有
脱贫攻坚的壮丽凯歌，立体呈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卓越的精神谱系，讴歌了中华
民族坚韧不拔的伟大进取精神，是一部
激情澎湃的优秀诗作。

（欣 闻）

专家研讨胡松夏长诗《仰望七月》

本报讯 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让
更多的孩子热爱足球、踢好足球，不断培
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足球后备人才，是
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近日，由辽宁
青年作家姚宏越创作的《小王子足球之
旅》丛书在未来出版社推出，正是契合了
当下青少年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小王子足球之旅》丛书以法国经典
短篇童话《小王子》的主人公为原型，以
小王子游历世界多国的旅程为线索，通
过介绍各国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文化

传统，特别是其关于足球的历史、文化、
传统、典故和人物等，让小读者在优美的
文字和丰富的体验中学习与足球相关的
知识，享受一场足球盛宴。

据悉，《小王子足球之旅》丛书在出
版过程中获得陕西省委宣传部重大精品
项目和陕西出版资金资助。丛书计划推
出《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英格兰》《德国》《比利时&荷兰》《北欧》
《阿根廷》《巴西》《中国》等10册，目前已
正式出版第一册。 （辽 文）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获
悉，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顺年文化
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出品制作的原创音乐剧
《北京故事》，将于6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保利
剧院首演。该剧旨在通过“北京故事”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北
京”主题，以北京人民埋头苦干、爱岗敬业、忠于
职守、追逐梦想的现实故事为鲜活素材，真实立
体、全面生动地展现一个和平发展、多姿多彩、
文明进步的中国。

《北京故事》以概念音乐剧的创作手法，通
过一组中年女性的群像刻画和非线性叙事，传
达出她们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所面临的心理困
惑及其青春生命的觉醒。剧中的人物与故事
均来自于现实生活，不同故事的纵向发展与横
向碰撞，让身份和生活轨迹各异的中年女性们
如花朵般绽放在舞台之上。

《北京故事》由郭震执导，李亚男编剧，刘
思军作曲，王莹、林萍、陈冠馥、霍元圆、丁毅等
主演。郭震在剧中通过众多时尚元素和时空
交错手法的运用，呈现女性内在丰富而多样的
美。他希望观众在获得视听愉悦的同时，也能
引发精神层面的思考。刘思军表示，该剧的音
乐创作融合了多种风格，力求用国际化的音乐
语言讲述北京人自己的故事。

（王 觅）

打造儿童文学中的足球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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