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故事取材于南京大屠杀
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

一群生活在南京的普通百姓
在吉祥照相馆中避难，为了尽可
能地多活一日，他们被迫帮助日
军摄影师冲洗底片，却意外冲印
出了能证明日军屠城的罪证照
片。日军企图掩盖大屠杀真相，
他们则谋划着如何将底片运送出
去……

这是继 2023 年《孤注一掷》
后，导演申奥的电影作品再次定
档暑期上映。

谈及创作初衷时，申奥导演表
示：“希望能通过‘照相馆'这个细
微的切口，以小见大。”因此，他选
择用几个生活在南京的普通人在
大屠杀期间的遭遇来串联故事，
通过他们冲印底片的过程，展现
一段罪证曝光的故事，把观众熟

悉的历史通过少见的视角，鲜活
地在大银幕上呈现。

1937 年 12 月的南京战火纷
飞，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
案发生，电影《南京照相馆》的故
事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

电影从邮差阿昌（刘昊然 饰）
的视角开始，他为了活命，冒充吉
祥照相馆学徒，在日军翻译王广
海（王传君 饰）的胁迫下，答应帮
助日军冲洗底片。小小的照相馆
成了大屠杀中的临时安全屋，为
了骗过日军，阿昌白天与毓秀（高
叶 饰）假扮夫妻，晚上则向躲在照
相馆里的老板老金（王骁 饰）学习
冲印手艺。

冲洗底片的过程中，一张张日
军屠杀南京百姓的照片在暗房里
显影曝光。阿昌他们既想从大屠
杀中活下来，也开始盘算如何把

日军的屠城罪证送出去……
定档海报中，城墙上，踌躇的

邮差阿昌不知道身上的信件、自
己的未来，将去往何方。

城墙下，记录着日军肆意屠杀
百姓的罪证底片正在被焚烧，仿
佛有人想掩盖屠城的事实。

乱世求生的老百姓，为了躲避
战火，苟活于吉祥照相馆。他们
手无寸铁，无力对抗日军的子弹，
却默默留存了一张张记录日军暴
行的照片。这些照片日后成为证
明日军罪行的“武器”。电影呈现
了一群生活在南京城里的普通人
面对战争做出的选择。

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南京照相馆》用一段留存
罪证的故事，让历史“具象化”呈
现在观众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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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邓紫棋的首部长篇科
幻小说《启示路》过审，即将于
2025年暑期正式出版。

据了解，小说预计于 2025
年 7月至 8月期间上市。邓紫
棋在直播中透露，6月中旬已收
到印刷样本，并认为“结局真的
近了”。

经 CIP 数据库检索，小说
《启示路》疑似分为两个版本，
售价分别为89元和298元。平
装版售价89元，适合日常阅读，
精装典藏版售价298元，可能包
含插画、特殊装帧或作者亲签等
附加内容。

此前，4月 15日，邓紫棋晒
照片称：“我的天！终于写完
了。《启示路》作者：G.E.M.邓紫
棋，今年一定会发行！”

邓紫棋晒出的截图显示，她
的小说《启示路》全文超 20 万
字。

今年 1 月 12 日，邓紫棋曾
在直播中表示小说已经写了11
万字，透露正在写的小说是她之
前发的专辑《启示录》里面的故
事，写着写着，已经发展到她开
始研究量子力学，还有宇宙起
源、AI等各个层面的东西，所以
如果真的要把小说写完的话，她
的脑子得非常清晰，得一心一意
地写作。不只是把专辑《启示
录》里14集的音乐连续剧写成
文字，有太多新的东西需要时间
打磨，小说写完后准备找出版社
出版。

据南昌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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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南京照相馆》将于8月2日上映
刘昊然领衔主演，讲述一段留存日军屠城罪证的故事

江苏影人刘健剧透

《艺术学院1994》南京元素多多

6月19日，由傅若清任总监制、申奥执导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官宣定档，将于8月2
日上映，并公布了全阵容。电影由刘昊然、王传君、高叶、王骁领衔主演，周游特别出演，
杨恩又、原岛大地主演，王真儿友情主演，官宣暑期档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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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紫棋首部科幻小说
《启示路》即将出版

《南京照相馆》定档海报

在国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工
商银行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江
苏分行”）积极响应总行“领航AI+”行
动计划，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金
融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与创新。该行
以大模型为核心构建技术体系，深耕
厅堂、信贷、报表三大应用方向，取得
显著成效，特别是厅堂服务机器人的
规模化部署与智能化升级，正深刻改
变客户网点服务体验。

构建自主可控AI底座，赋能
金融业务全场景

据悉，围绕数字工行建设，聚焦
提升用户体验、提升业务效率、提升
经营价值三大核心目标，工行打造了
自主可控的“工银智涌”企业级千亿
金融大模型技术体系，构建起以大模
型为核心的新一代企业级金融业务
赋能模式。

总体来看，工行以“全栈自主可

控、全面技术突破、全域场景赋能、全辖
安全防护”为目标，聚焦“算力、算法、数
据、安全、范式”五大核心要素，打造“人
工智能+金融”创新驱动型生产力，建成
算力充足、模型丰富、数据共享、服务好
用、安全可控的“工银智涌”企业级金融
大模型技术应用体系。

在硬件方面，工行建成了同业首
个自主可控的千卡规模AI算力云；
在软件方面，打造了兼容业界主流大
模型的技术生态，可以快速适配并引
入国内外主流大模型。与此同时，构
建了多层次、多模态、多模型协同融
合的“1+1+N”金融大模型算法矩阵，
实现不同参数、不同能力模型的优质
调控，并建立大模型的科学选型和常
态化优化机制，满足金融业务场景多
样化的需求。

深耕三大应用方向，落地AI
赋能“实景图”

根据《领航AI+行动计划》，工商银

行将创新组织模式，夯实核心技术底座，
积极探索AI对客服务，聚焦高价值业务
场景，推动AI应用提质扩面上量，赋能
智能金融生态共建。现代快报记者进一
步了解到，工行江苏分行以突破传统思
维、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通过数据与
技术双轮驱动，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在三
大领域的场景落地：

首先，在AI大模型提质增效方面，
“信贷报告AI生成助手”实现全链路数
据一体化处理与智能报告撰写，将单篇
报告首次撰写时间从平均4人天缩短至
2人天，续写报告效率提升70%，累计可
节省人力150-200人年。

同时，“工晓伴AI问答助手”可
提供专业在线交互答疑服务，已覆盖
国际业务、金融科技等领域，累计服
务超20000次。

其次，在自动化智慧报表提效方
面，运用大数据、数字员工等技术革
新报表制作流程，显著提升数据分析
效率。已为个贷、私银、普惠等关键

部门实现报表自动化生成。
另外，厅堂服务机器人升级体

验。通过与总行软件开发中心协作，
赋予厅堂机器人调度自助终端及辅
导客户办理业务能力，支持手机号管
理、定期存款、密码管理等10项高频
交易辅助功能。率先上线虚拟大堂
经理“工晓征”和“工晓程”，客户通过
人机交互直达业务办理页面。

目前，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在常
州分行已经试点迎宾接待，可以进行
对话互动、手势指引，未来还将融入
视觉识别、路径规划、自主避障等功
能，实现多模态交互与自主导航。

智能机器人全省上岗，客户
体验焕然一新

截至目前，工行江苏分行已在全
省12个地市部署57台厅堂服务机器
人，包括56台滚轮式机器人和1台部
署于常州分行的具身机器人。

分行积极应用大模型、AI等关键

技术提升机器人智能化水平，围绕客
户识别分流、智能设备辅助操作、核
验授权、浅层营销等大堂经理核心职
能持续研发。目前，所有滚轮式机器
人已全面实现拟人化交互和智能设
备辅助操作。

具体对客户而言，当客户到网点后，
可直接与机器人对话，完成排队取号及
轻业务办理。如果需使用智能终端，机
器人能自动监测空闲设备并引导客户，
在操作过程中提供实时业务解答和注意
事项提醒，助力业务办理更准确、高效。
常州分行试点的具身机器人，则正在探
索承担网点迎宾接待、业务引导分流等
更拟人化服务任务。

工行江苏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
域的应用探索，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为提升客户体验、优化运营效率、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为构建智
慧金融新生态贡献“江苏工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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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江苏分行发力“AI+金融”，落地三大场景打造智慧金融服务新标杆

《艺术学院1994》导演刘健 片方供图

6 月 17 日，电影《艺术学院
1994》来宁路演，导演刘健、制片人
杨城现身映后交流，和现场观众分
享创作的幕后故事，现场气氛热
烈。影片将于6月21日正式上映，
目前预售通道已开启。

电影《艺术学院1994》讲述了
南方艺术学院一群美术生和音乐
生的故事。在那个缓慢的年代，青
春被赋予了别样的色彩，这群年轻
人沉浸于单纯的爱情和友情之中，
懵懂地探寻着艺术和理想。然而，
所有的问题还没来得及找到答案，
毕业时节已匆匆而至，喧闹不再，
离别上演。在青春的尾巴上，谁也
无法选择停在原地，必须去决定自
己要成为怎样的人。

导演刘健是江苏人，曾在南京
艺术学院学习。南京在《艺术学院
1994》诞生之初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元素。刘健在路演分享时提到，

新片的创作是以自己的大学生活
为蓝本的，即根据之前他创作的小
说《上大学》改编而成。影片中呈
现的校园点滴，上世纪90年代的
南方艺术学院毕业生面对的东西
方艺术的冲击与融合，以及他们对
人生选择的迷茫，都真实地刻画出
了那个时代的青春群像。

现场还有南京影迷在映后与
主创交流时提到，导演的上一部作
品故事背景也设定在南京，而新片
中也融入了许多南京元素，令人倍
感亲切。对此，导演分享道：“《艺
术学院1994》中确实有非常多的南
京元素，校园里的场景出现过南
艺、南大、南师大，校园外的中山
陵、石象路、流徽榭等都有所呈
现。”

在影片里，张小军虽然有形影
不离的好朋友兔子，但他想要创
新，在追寻艺术的路上显得孤单落

寞。那么，成为艺术家就一定要忍
受孤独吗？在映后交流中，刘健导
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影片
里的张小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艺术家要忍受孤独，但一个独立的
艺术家在创作时，往往能够心无旁
骛地沉浸其中，也非常享受这份孤
独。刘健在现场回忆道：“特别像
上世纪90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其
他的可以去娱乐、打发时间的途
径，所以他们要么看书，要么自己
创作。我自己上大学创作的时候
也几乎是一个人，待在画室里面。”

此外，影片插曲陈粒的《奇妙
能力歌》和片尾曲崔健的《在雪地
上撒点野》也被观众多次提及。导
演分享道：“在影片里的音乐除了
要好听之外，还需要承担一些叙事
功能，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影片特质
选择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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