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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战和谍战绞合下的信仰叙事金融战和谍战绞合下的信仰叙事
——评电视剧《追风者》

□□康康 伟伟

民族歌剧《山海情》改编自同名现象级电视剧，
由国家大剧院与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福建省
委宣传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
出品，故事立足现实，从平民视角切入，以纪实性的
风格表现了上世纪90年代宁夏西海固人民搬迁至
银川近郊永宁县，完成脱贫攻坚的伟大史诗。该剧
也受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的大力支持，在
改编方面力求保持原著故事主线和观众所熟悉的人
物，并融入宁夏“花儿”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美旋律。

从该剧的创作动力与时代背景来看，歌剧《山海
情》以基层干部马得福为主角，通过他所负责的移民
搬迁和脱贫攻坚的基层工作串联起了西海固人民的
脱贫奋斗史，书写了当代的脱贫故事。事实上，电视
剧《山海情》的成功为民族歌剧的创作注入了强劲动
力，立足于人民生活、抒发民族情感则是创作的根
基。

该剧在改编过程中，对叙事手法与故事结构铺
排方式进行大胆探索，时间跨度涵盖了20世纪90
年代至21世纪，并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将戏剧冲
突集中在四个关键场景，分别是涌泉村吊庄移民动
员、移民途中遭遇沙尘暴、争取供电以及闽宁村村民
研究致富方法和涌泉村整村搬迁动员，并通过主角
基层干部马得福串联起这四幕情景，凸显了移民工
作和创业致富的艰辛过程。

上半场，故事主要展现西海固地区民众在“吊庄
移民”政策的引导下，从南部干旱山区迁徙至黄河灌
区的艰难过程。马得福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既要响应
国家政策的号召，又要切实从当地民众的角度出发
去考虑未来生活的问题。西海固当地生活环境恶
劣，正如马得福歌中所唱：“天上不飞雀，地上不长
草，风吹砂砾满地跑”“高高低低我向前冲，要踏出一
个平坦坦。”这不仅反映了马得福的心声，更代表了
整个西北地区劳动者的心境。这种平民视角下的写
作手法，使得观众更能够与故事中的人物产生情感
共鸣，体验到劳动者在困境中的坚韧与奋斗。

下半场，故事着重描绘了马得福与福建援宁团
队紧密合作，共同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情节。特色
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劳务输出、招商引资等相关举措
的实施，为西海固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马得
福和援宁团队的合作不仅使得西海固地区的经济面
貌焕然一新，更让闽宁镇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
的美好新家园。

歌剧不仅塑造了马得福这样为人民谋福利的基
层干部，也客观真实地再现了来自福建援宁的干部
副县长陈金山、农科专家凌一农、姑娘水花、得福弟
弟得宝、村民李大有等身处脱贫攻坚历程中的人物
群像。

平民视角书写脱贫攻坚的叙事方式，有助于观
众更加贴近真实的扶贫历程。观众通过体验不同角色的心理变化，在
潜移默化中加强了对扶贫工作的认知与理解，强化了社会责任感与集
体认同。

该剧通过独唱、合唱配合舞台空间多重建构等艺术手法，巧妙地展
现了民众在大时代中的真实情感和精神追求。比如开场曲《苦瘠甲天
下》中，就通过混声合唱构建了一种诗意而庄重的戏剧仪式感。合唱演
员们在舞台中心集结，与背景融为一体，演唱着“苦瘠甲天下，十年九干
旱”的歌词，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情感体验。而在第三幕中，同一首
歌曲的混声合唱再次作为背景声出现，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不仅帮助
观众回忆起涌泉村的生活场景，还加强了前后情感的联系。而独唱则
更凸显了人物的内在情绪变化和精神追求，比如马得福的《圪梁梁上喊
苍天》和陈金山的《走遍西北的山》等唱段，不仅唱词立足当地现实情
况，而且融合了人物内在情感与外在行动追求。

观众还可以通过剧中唱段感受到当地青年干部的昂扬斗志，领略
到闽宁情深和家国情怀。尤其是二人合唱《海风吹向贺兰山》更是充满
张力，展现了人性之美和建设者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同时，该剧还通过
凸显宁夏地区典型代表“花儿”和福建音乐元素的组合运用，来突出故
事和人物的地域性特征。主创秉承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创作理
念，通过带有鲜明地域性风格的音乐，较好体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烘
托了舞台整体氛围，强化了该剧的真实性。

为了将人物群像与场景氛围更好融合，该剧在舞美方面生动呈
现了宁夏地域元素，以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设计体现出西北地区真
实的自然风貌和天高地阔的戈壁气质，通过数字影像和写意化的实
景组合的方式，展现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并通过影像背景变化表现出
不同的空间内容。这样不仅可以配合人物表演完成不同人物情感的
表达，而且能够强化舞台整体气氛。比如宁夏姑娘们首次离开家乡
来到远隔数千公里的福建务工，正是通过实景舞台的变化，强化了姑
娘们背井离乡的艰辛、对故土的依恋不舍以及对新环境的好奇和对
未来的憧憬。

但是，该剧也在情节架构与叙事节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一
方面，为了完成对原有文本的整体故事线的保留，该剧在情节架构上虽
然完成了从民众不愿离开故土到最终完成移民并建设经济区脱贫成功
艰难过程，但是缺少对每一段情节的细节支撑，舞台整体叙事节奏过
快。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物性格成长转变的突兀和故事片段的展
示性功能过强等问题。另一方面，虽然舞台空间架构采用了实景与数
字影像的组合，但是过度写意化的实景架构消解了故事本身自然景观
与人文元素相融合的空间特点。一旦缺少人物表演和唱段具体内容的
配合，则很容易让观众陷入一种场景空间与故事情节博弈的关系中。
同时，数字影像的过度运用，虽然增强了舞台的视觉冲击力，但也削弱
了观众对情节中所蕴含的情感内核的体验和沉浸，完全被视觉奇观所
控制。因此，如若该剧能在情节铺排的精简性和戏剧的连贯度上再多
下一些功夫，则会呈现更好的效果。瑕不掩瑜，该剧仍然是现实主义题
材民族歌剧创作中的先锋。

（作者系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二级编剧）

电视剧《追风者》以上世纪30年代为
历史语境，从金融角度揭示了国民党失
败、共产党胜利的历史必然。以信仰的寻
找、确立与捍卫为核心议题，生动讲述了
乱世之中魏若来、沈近真的精神成长史。
该片以金融战和谍战融合交织为叙事策
略，形成具有强大效能的叙事动力，以小
人物和大时代的关系为创作切口，将各色
人物放到时代大潮和个体命运里来塑造。
由此，《追风者》为观众展开一幅既陌生又
有强烈代入感的历史长卷，从金融战和谍
战每一次演进的扣人心弦中感受信仰的
力量，从一个个鲜活人物中感受既有历史
底蕴又有审美意蕴的艺术创造。

人物谱系构建：历史语境和个体语境
的双重观照。沈图南在《追风者》中具有枢
纽地位。他与一般意义上的国民党官员不
同，一直努力坚守本心，他也自以为守住
了本心。他的所有行为动机就是报效国
家，坚信他所信仰的主义、他所信赖的“宋
先生”和政府都是正确的，并且一定会成
功。他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他身上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气质。但悲剧也就在这
里，因为他不得不痛苦地发现，他所信仰、
信赖的一切，其实是将他当工具和棋子。
他为之而死的，根本不是知己。这既是个
悲剧，更是个笑话。他越是忠诚，悲剧性也
就越深，也就越没有出路，他后来的动摇
就越可以理解。正如魏若来所说，乱世乱
不在战场，乱在南京。这是《追风者》把握
历史的深刻之处。作为枢纽性人物，沈图
南延伸出三组人物关系，由此展开金融战
和谍战的双线绞合叙事。

兄妹关系：凸显信仰与亲情的强烈冲
突。将兄弟姐妹置于不同阵营和信仰体系
作为叙事策略的做法以前是有过的。这样
做的好处是将两种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
信仰矛盾与血脉相连、难以舍弃的亲情关
系交织在一起，造成强烈冲突。《追风者》
不同之处在于，沈图南、沈近真兄妹是留
学海外、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高级知识分
子。沈图南是南京政府中央银行高级顾
问，掌握经济命脉；沈近真是上海兵工厂
高级工程师，是影视剧中少见的“兵器女
王”，与其上海名媛的身份形成强烈反差。
沈图南对沈近真呵护备至、宠爱有加，但
对其政治倾向极端严苛、充满警惕；沈近
真对沈图南包括嫂子和小鱼儿，有着浓厚
亲情，但在信仰面前又有着不容置疑的坚

定性。在各自信仰面前，兄妹俩都极其坚
定，《追风者》对这种完全对立维度上的坚
定性进行了深刻书写。同时，又对兄妹情
深进行了充满人情味的细腻表达。

师徒关系：魏若来得以新生的成长叙
事。魏若来这个人物非常立体、丰富。他是
动荡大时代中来自苏区的“沪漂”式人物，
一个江西来的外乡“小镇青年”拼命在上
海滩立足；他是博闻强识、有着“最强大
脑”、从公开报道即可洞察金融秘密的天
才式人物，从沈图南的名字就能想到“背
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由此看透沈图南以鲲鹏实业发起的并购
意图；他是热忱、笃定追随沈图南的迷弟
式人物，对沈图南持有发自内心的无比敬
佩，将其视为人生楷模；他是在各种奇遇、
阴谋、险境乃至生死考验中左冲右突、绝
处逢生的破关式人物，一次次以匪夷所思
的急智化解死结死局，如同游戏中的一次
次破关；他是因为一次次失望，因为身为
共产党员的哥哥的死、黄包车夫阿文的
死、房东阿姨周姨的疯、邻居女孩儿方玲
的死等一系列打击，因为沈近真的指引和
苏区的召唤，对共产党产生认同而加入共
产党的新生式人物；他是既在南京政府央
行工作过、又在瑞金苏区苏维埃银行工作
过的传奇式人物。“沪漂”式人物、天才式
人物、迷弟式人物、破关式人物、新生式人
物、传奇式人物的每一个侧面，都有生动

可信的传达。
权力关系：从金融维度艺术揭示了国

民党失败的历史必然。《追风者》围绕沈图
南央行高级顾问身份，设置军法处处长康
少杰（康爷）、江浙商会会长虞世清（虞
老）、侦缉队队长林樵松、通商银行行长张
鸣泉等反面人物群像。这些人物牵出国民
党权力谱系和金融谱系中的暗黑面，他们
以利益交换为唯一准则、最高准则，或听
命于南京手眼通天的“大姐”，或心狠手辣
置天理、民生、人伦于不顾，或尔虞我诈出
卖所谓朋友，或有需要时也可以与死敌般
的对手进行毫不尴尬的利益交换。所谓国
家利益，所谓民生，都是徒有其表的幌子。
这种以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做法深刻揭示，
标志着国民党、国民政府金融信用、政治
信用的破产，从金融维度艺术揭示了国民
党失败的历史必然。而在魏若来看来，信
用是银行的根本，苏区银行虽然经济困
难，但老百姓衷心拥护，其信用满格。国民
政府则信用崩盘，其央行、金融业必然没
有前途。

叙事空间营造：历史意蕴和审美意蕴
的有效生成。《追风者》深入研究了特定历
史时代的地理空间，结合本剧立意、剧情、
人物等将地理空间有效转化为叙事空间，
由此生成既生动可感又厚重结实的历史
意蕴和审美意蕴。《追风者》的叙事空间大
略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维度。

一是上海。上海是《追风者》的主体叙
事空间。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包括央
行、证券交易所、银行、租界、监狱、街道、
汽车、书店、裁缝店、咖啡店、夜总会等城
市景象，构成叙事的地理空间、历史空间、
文化空间。色调整体上偏暗淡压抑，符合
全剧赋予上海的调性。证券交易所人潮汹
涌、火爆激烈的交易场面，租界法外之地
的轻描淡写，都具有历史深意。

二是苏区。包括间接提到的、作为意
识形态的苏区，以及魏若来、沈近真、沈图
南以不同方式和身份回归或进入的现实
的苏区，以钨砂外贸、金融与上海勾连起
来的苏区，无论是空间的客观色彩还是人
物的主观色彩都是明亮的。这种空间调性
也契合对苏区的礼赞式表达。

三是南京。南京这一空间在剧中始终
是隐形的，但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沈图
南的后台“宋先生”和虞老的后台“大姐”
都在南京，他们的符号性存在充满隐喻和
反讽，却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无声胜有
声，深刻揭示了“乱世之乱，乱在南京”的
历史真相。

四是广州。广州作为叙事空间出现，
时间不长，但有意义，因为它对接了第五
次反围剿失利的时间节点，更加凸显各方
人物在这一空间里行动的价值，也进一步
凸显了国民党特别是军队体系的腐败和
混乱。

五是七宝街。七宝街是周姨、阿文等小
人物的弄堂里的世界，是与大上海相对比
的小世界，生动展现了大时代对小人物的
深刻影响。七宝街承载了乱世难得的温情，
同时，它又绝不可能是世外桃源，特别是国
民政府以金融整顿为名进行的股市并购、
库券发行，寄予了创作者对众生的同情。

从金融角度切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的影视作品，《追风者》并不是第一部，电
视剧《大道薪火》就填补了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中经济建设与金融建设领域的空白，
创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建
红色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助力反围
剿的历史。《追风者》则将中央苏区苏维埃
银行与国民党中央银行相勾连、将金融战
与谍战相勾连，叙事主体从领袖视角转换
为小人物视角。《追风者》的成功可以让业
界思考：革命叙事的创新不仅是必须的，
而且是可行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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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山海情》剧照

本报讯 近日，第十四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京剧电影工程经典影
片展映活动新闻发布会暨京剧电
影《九江口》首映礼在京举行。京
剧表演艺术家、原中国文联副主席
李维康作为“京剧电影工程”艺术
指导小组的专家谈道：“通过大胆
创新，我们组建了强有力的专家指
导团队，在艺术方面实行强强联
合，打破院团壁垒。从剧本整理、
舞台导演、舞美设计到电影导演、
摄像等各个环节优中选优，从而保
证每一部作品以最好的状态呈现
在观众面前，让观众更好地感受传
统艺术的魅力。”同时她希望京剧
电影能够有更多机会在全国影院
进行公映展映。

“京剧电影工程”作为中宣部支
持的重点项目，得到了相关省市宣
传部门及京剧界、电影界共同参与、
积极配合。据悉，中影积极发挥平
台优势，目前已计划将“京剧电影工
程”的电影纳入中影“预约放映”片
库并通过中影综合业务服务平台在

全国进行长期放映。此举能让更多
不同区域的观众在电影节之外，预
约观看到京剧电影，让更多年轻人
了解和喜爱京剧，从而助力京剧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

此次亮相的“京剧电影工程”经
典影片，除《九江口》作为首映精彩
放映外，还包括《龙凤呈祥》《霸王别
姬》《状元媒》《秦香莲》《萧何月下追
韩信》《穆桂英挂帅》《谢瑶环》《赵氏
孤儿》《乾坤福寿镜》《勘玉钏》《大闹
天宫》《贞观盛事》《红楼二尤》《四郎
探母》《捉放曹》《群英会·借东风》
《文姬归汉》等优秀影片。展映将于
4月16日到5月5日在中国电影博
物馆内举行，此外，还会通过精彩的
电影海报、剧照、幕后照，以及详细
的文字阐述，为广大参观者展示“京
剧电影工程”十多年的辉煌成就，彰
显当代京剧与戏曲电影所取得的新
高度、新探索与新成果。据悉，此次
首映的电影《九江口》将于4月19
日与全国观众见面。

（许 莹）

本报讯 根据电视剧《破冰行
动》改编，由北京歌剧舞剧院出品、
制作、演出的舞剧《破冰》日前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与观众见
面。全剧以“雷霆扫毒”真实案例
为题材，讲述了两代禁毒民警不惧
艰险、无畏牺牲，为扫毒禁毒事业
奉献热血与生命的故事。该剧由
黄云松、王圳冰执导，曲士飞编剧，
刘洋、龚兴兴任舞蹈编导，刘科栋、
王玥琛任舞美设计，石仁琦、陈军
汝、张剑斌、蒋林蓉、王金格等主
演。全剧从悬疑、热血、奉献与人
物情感四个方面发力，剧情环环相
扣、跌宕起伏，舞美、灯光和多媒体

设计简洁灵动，穿插其中的多条支
线剧情在同一舞台空间巧妙呈
现。剧中，男子群舞、女子群舞、男
子双人舞、男女双人舞、单人舞等
舞蹈的编排设计，在展现舞蹈艺术
之美的同时，也让观众身临其境地
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情感碰撞和故
事的曲折发展。此外，由北京歌
剧舞剧院音乐剧团团长阿云嘎、
演员李龙演唱的主题曲《我将是
你》也正式上线发布。歌曲以深情
对唱，描绘出深沉的父爱及英雄父
子间的坚守与承诺，刻画出禁毒英
雄勇于牺牲，守护万家幸福的光辉
形象。 （路斐斐）

《破冰》用舞蹈刻画禁毒英雄

日前，年代创业剧《乘风踏浪》正在北京卫
视、东方卫视、爱奇艺、芒果TV热播。与过往多聚
焦老工业基地、以茫茫白雪与坚硬钢铁相映衬的
东北地域影像书写所不同，《乘风踏浪》提供给观
众一种别样观感，阳光大海沙滩上，上演着在改
革开放初期的辽宁兴城，由乔杉饰演的彭锦西与
由杨子姗饰演的罗虹靠泳装创业致富的故事。

从《爱笑会议室》到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
《热辣滚烫》《第二十条》，演员乔杉带给观众许多
欢声笑语。此次主演《乘风踏浪》，乔杉坦言，虽然
剧中有许多喜剧元素，但自己更想要通过细腻的
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将生活中的苦高高举起、轻
轻放下。“生活中的喜剧比比皆是，但是艺术呈现时
设计感过强将会冲淡它的真实质感，如果它是一
部特别闹的喜剧，观众会很难共情。《乘风踏浪》中
我所饰演的彭锦西，正是我父辈那代人，是改革开
放让他们有机会去追求梦想，他们身上锲而不
舍、勇于开拓的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值
得当下许多年轻人学习。”

乔杉告诉记者，在原初剧本中，彭锦西是一
个有些老实甚至窝囊的孩子，但是很多东北孩子
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是有什么事自己去说、自
己去做，用东北话讲就是“闯实”。和编剧沟通后，
观众看到了现在的彭锦西这一人物角色，他喜欢
笑着表达，以掩盖自己内心的苦楚。

彭锦西在成为万元户之前遭了不少罪，例如
因为倒卖豆腐而被判刑、失去上大学的资格、被
乡亲们看不起等等。
乔杉揣摩角色后，最
后只保留了一场哭
戏——彭锦西曾带领
家人连续三年卖泳
装，当母亲告诉他，刨
去哥哥、嫂子与妹妹
的工钱，为他一共攒
了 10362 块钱时，彭
锦西哭了，没有台词，
没有浮夸的动作，所
有艰难、心酸、激动和
喜悦，都闪现在泪光
中。乔杉说：“并不是
因为我不会哭、哭不

了，而是在我看来，东北人总有一种情感，眼泪多
了不值钱，事是你做的就要认。彭锦西再苦再累
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在别人面前总是表现得阳
光乐观，然而成功后，他在母亲那里展示出了深
藏内心、不为人知的柔软一面。”

为了更好还原1978年到1994的时代氛围，乔
杉与剧组主创在开拍前去到兴城泳装的制衣厂
进行调研，对不同时期的泳装材质、面料、样式的
变化等进行深入了解学习。乔杉也是在调研时得
知，全世界每4件泳衣里就有1件来自辽宁兴城，泳
装业不仅带动了这里经济的发展，也让这座小镇
充满了时尚、开放的气息。此外，BP机、海魂衫、军
裤等道具使用与妆造设计也尽可能贴合年代。乔
杉剧中扮演的角色年龄跨度较大，从25岁的“大
龄”高考生一直演到41岁的中年人，也有观众认为
乔杉实际年龄与剧中年轻时期的彭锦西年龄相差
较大，特别是为了突出彭锦西在海边的生活状态，人
物脸部妆造过黑导致部分观众感到观感不好，与杨
子姗饰演的女主角罗虹不般配。对于网上的不同声
音，乔杉回应说自己也有看到，一部剧诞生总免不了
有这样那样的遗憾，观众的意见是对他更好诠释人
物角色的鞭策。对于演员而言，所做的一切努力还是
希望能够把观众带入到看戏的状态中去。“喜剧也是
从生活中出发。当然我们也需要理性思考一个问题，
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所有重要的人物都那么漂
亮、好看？我想，普通人的生活同样值得一演，普通
人的爱情同样值得歌颂。”

18部“京剧电影工程”经典影片
亮相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把生活中的苦高高举起把生活中的苦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轻轻放下
——演员乔杉谈电视剧《乘风踏浪》的创作

□本报记者 许 莹

演员乔杉在《乘风踏浪》中饰演彭锦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