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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 21日下午，一场金融·文化·生活暨《人在旅途》读书分享会讲

座在大隐书局（武康大楼店）举办。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城从事金融工作近十

七年的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浦东新区作家协会会员、

金融作家王冬先生以他的新书散文集《人在旅途》为引子，向现场观众生动讲述

了他的职业经历、写作心得、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下金融文学写作的关系以及两岸

三地“上海银行”的前世与今生的精彩故事。

王冬老师首先给大家回顾了 100年前中国和世界的四件文学大事，分别是：

(1)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四位年轻人成立“湖畔诗社”；(2)鲁迅先生

将 1918年至 1922年间发表的十五篇小说编成文集《呐喊》于 1923年出版；(3)

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尤利西斯》首次出版；(4)托马斯·艾略特的

长诗《荒原》发布。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下金融文学写作的关系，王冬老师用 2014年第六届

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肖澜的小说《城中之城》（该小说已改编拍摄电视剧，近期将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时段播出）和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深圳金融作家李

晓红的《顺流而上：深圳个人经济拼图》为例，向现场观众声情并茂地讲解了金

融文学立足于都市；以中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的《天是爹来地是娘》和陕西金

融作家白来勤的《授渔记》为例，鲜活生动地说明了金融文学着眼于乡村，主要

涉及乡村振兴、金融扶贫、农村生态建设等主题。

王冬老师提到 2022年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且特殊的一年，同其他作家一样，

他在去年写了许多文章，尤其是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他撰写的《父亲的梦想》

《让我们再荡起双桨》两篇文章，发表在上海嘉定区《南翔报》，这是王冬老师

为“礼赞新时代，奋进新文艺”献上的一份礼物，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赋予作

家的新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力。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局之

年，王冬老师向现场观众重点分享了他今年撰写的《没有一座城不反射阳光的恩

泽--感受新时代的“嘉速度”》《浦东给上海抹上了绚烂的底色》两篇文章，描述了

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上海嘉定区和浦东新区在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展现出的新面貌和新成就。



活动回顾 | 金融·文化·生活暨《人在旅途》读书分享会

2

王冬老师平常的银行工作较为繁忙，数十年来，每逢元旦、劳动节和国庆节

都要加班，但他仍然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坚持写作和参加各种读书会讲座活

动。在这些活动中，他先后结识的作家大咖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将武康大楼写

成魔都网红打卡景点的海派作家惜珍；以撰写新时代乡村为主要内容的山西籍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魏丽饶；还有以诗歌创作见长的上海崇明籍的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创联室副主任、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协诗歌委员会

副主任杨绣丽等。这些作家都是王冬老师学习的榜样，激励着他在文学写作道路

上砥砺前行。

两岸三地“上海银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将本次读书分享活动推上了高

潮。王冬老师以今年第 2期《金融文坛》杂志发表的文章《“上海商银”的前世今

生》为切入点，向现场观众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家两岸三地的“百年老店”银行的

精彩故事，介绍了创始人陈光甫和上海银行在那个年代的命运以及与该银行相关

的荣氏家族的金融成长发展史。

此外，王冬老师还介绍了他的老东家香港招商永隆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和

香港恒生银行的概况以及近代中国银行业中爱好文学的个案等妙趣横生的故事。

在活动尾声的互动环节，现场有两位观众发表了聆听王冬老师精彩分享后的

感想和看法。这两位观众从事的职业分别是教师和电影编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