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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也让更多网友对“宁波
帮”这个特殊群体产生了浓厚兴趣，大
家纷纷表示，想看到更多有关“宁波
帮”的影视作品。“‘宁波帮’的影响遍
及五大洲、四大洋，让人敬佩。”网友西
溪闲人留言说。

“最近我也被这部剧‘圈粉’了，在
我看来，剧中不少情节，呈现出的是宁
波商帮的代际传承。”宁波市甬城民营
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友君在接受采访时
说，这段时间，《繁花》全网刷屏，激起
的浪花一浪高过一浪，而剧中宁波观
众所熟悉的画面和场景，更多也引发
大家对宁波商帮文化基因的关注和品
味。

“受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以及浙
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浸润，宁波
商人自明清开始就勇敢出海，或者北
上或者南下，很多老一辈宁波商帮更
是走向了海外，一代代的商业血脉就
此传承下来。”朱友君说，很多人都对

“宁波帮”充满了好奇，他们的形象，逐
渐形成了活跃在影视镜头里的业界大
咖与商帮群像。

“在《繁花》中，类似‘老法师’的角
色，其实在宁波商帮中还有不少，他们
对事业领域的执着、对家族与生意团
队的管控、对自己经营理念的坚决，促
使宁波商帮不断强大。”朱友君说，《繁
花》镜头是美的，从饮食小品，到红帮
服装，再到角色演绎的腔调，让不少宁
波观众沉浸于民国风情的“宁波气场”
中。

“有市场就有竞争，商业是残酷
的。”朱友君认为，百年来宁波商帮既
凭着诚信、勤奋、崇学的文化基础，抵
抗住每一次风浪，更是以对市场的敏
锐、对产品的创造力和对社会新潮的
不排斥，产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品牌，
引领全国行业风向。

“《繁花》的剧情如此丰富，也能投
射出当今的职场生态，这部剧很值得
回味。”朱友君说道。

作为甬城民营经济研究专家，朱
友君表示，今年恰逢邓小平同志发出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
设宁波”重要指示40周年。通过《繁
花》的热播，来研究、感悟和传播“宁波
帮”的商业基因，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
遇之大变局的核心力量之一。此外，
也需要有更多类似《繁花》这样优秀的
影视作品，去诠释和展现宁波商帮的
魅力，以及雅致多元的宁波元素。让
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更好地把握商
帮脉搏，愿意投身宁波发展，创造出属
于自己亮色的“繁花时刻”。

记者 施代伟

追剧过程
感受“宁波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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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执导的新剧《繁花》火了，跟
着出圈的有剧里不少宁波的生活细
节。比如：宝总身上穿着红帮裁缝量身
定制的西服；比如“川乌”“粢饭”“泡
饭”……吃货们爱的美食

不过，我觉得更体现王家卫“细节
控”和艺术修养的，要数至真园大酒楼
里，老板娘李李挂着的两幅陈逸飞的油
画。一幅名为《聚焦》，另一幅为《笼中
女人5》，全都是陈逸飞“古典仕女”系
列。

如果说要用一件作品来展现上世
纪九十年代上海滩的繁华，的确没有比
陈逸飞的作品更加合适。

陈逸飞，宁波籍艺术家，是第一个
签约万宝路画廊的华人艺术家。这是
一位以上海名媛题材见长的艺术家，也
是第一个拍卖超过百万元的中国油画
家。

可能很多人会说，画画名媛美女，
算得上什么本事呢？

这真是对陈逸飞才华大大的误解
了。

一方面，艺术家的作品价值不在于
单件作品上，而在于建构一个不断放大
的价值体，我想陈逸飞的上海名媛系列
是完全符合这个标准的。

另一方面，他很早就意识到在画面
中“造景”，对重大题材、大场面的艺术
处理，是相当出彩的。

每次提到重大题材的经典作品，就
不得不说陈逸飞的另两幅名作：《攻占
总统府》和《黄河颂》。

《攻占总统府》描绘的是1949年4
月24日，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国民
党“总统府”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硝
烟弥漫的背景，衬托出红旗的鲜艳，稳
固的三角构图，整个画面就有那种气壮
山河的感觉。会想到一句话，“敢教日
月换新天”，他用画面把这个“换”字，可
视化。

不仅是这种大场面的画作，陈逸飞
年轻时候的画作里还有一种英雄主义
的情结的东西，比如《黄河颂》。画面向
我们展示了一个随时准备奔赴战场，守
卫家园的奋进青年的形象。

2007年5月13日，《黄河颂》在嘉
德公司拍卖会上再次拍卖，估价2000
万元，后以4032万元成交，再创中国油
画成交纪录。

陈逸飞的这两件作品都有种大荧
幕的视觉感受，我觉得是得益于他擅长
使用俯视的视角，也可以称它为“无人
机视角”。比我们生活中的平视，抬高
15度，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机都很少见，
他却能够在视觉构图上用到了俯视视
角，是相当有前瞻性、相当了不起的。

记者 乐冬妍

陈逸飞油画《笼中女人5》

剧中出现的陈逸飞油画《聚焦》。

《繁花》爆火！
知名宁波籍艺术家
的2幅画
你发现了吗？

陈逸飞油画《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