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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在专业性与通俗性两方面
做到平衡

许 莹：先请戴老师根据您对今年金

融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整体观察，分析下近

一段时间金融题材电视剧受观众与市场青

睐的原因是什么？

戴 清：对于金融题材电视剧创作的

探讨应放到整个行业剧发展的大背景下去

看。比如我们讲前一段时间的脱贫攻坚题

材剧就是农村题材剧的延续。金融题材剧

火爆是行业剧成熟发展的标志性特色。对

创作者而言，他们对电视剧的专业性表现

越来越重视，而且编剧在这方面的知识积

累、知识背景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不像过

去大都是披着职业剧外衣的偶像剧。创作

者在深耕行业剧的过程中，自然会把目光

向历史延伸、向当下开掘；对受众而言，金

融题材剧本身自带戏剧性，比如股市的波

峰波谷、红色还是绿色、牛市还是熊市，这

些都牵动着股民的心；对表现对象而言，从

事金融的多是人才流动动力学中的一批精

英，创作者去表现金融题材，也是把时代弄

潮儿的生活、情感、职业生涯呈现在观众面

前，特别是要将像冲浪一样跌宕起伏的人

物命运带给我们。

许 莹：金融题材电视剧创作既要有

专业严谨性，又要让观众看得懂，不至于在

行业术语与烧脑数字中丧失了对剧集表意

的兴趣。那么创作者在专业性和通俗性这

两方面是如何平衡的？

姚晓峰：在我看来，金融题材电视剧创

作既有门槛又没有门槛，之所以这样说是

因为：一方面金融是非常专业的行业，而从

事金融的人又是相对数量较少的精英人

士，他们身上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普通老百

姓很难接触到行业内部的专业知识；另一

方面，现代人同金融息息相关，我们每天都

会接触到这些东西，像证券、基金、股票、期

货、国债等等。怎么平衡专业性与通俗性

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不难的角度切入，从

普通人的视角进入一个金融行业。具体到

《追风者》，就是普通青年魏若来从拼命抓

住中央银行招人的机遇开始，结识了自己

在金融领域的师父沈图南和地下党员沈近

真，后又在一系列金融事件的引爆中见到

了国民党金融领域的诸多腐败与黑暗，在

公道正义与国家未来面前，他坚定地选择

了红色信仰，加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并

逐渐成长为我党独当一面的红色金融家。

而围绕魏若来周围，他身边的一众普通百

姓也被带入到血雨腥风的金融战场。我们

着重表现一系列金融操作给普通人带来的

影响和结果，而没有过多涉及背后纷繁复

杂的操作过程，比如我们去呈现普通人发

小财的喜悦、投机的贪婪、被割韭菜后的绝

望等等，因为这样的情绪反映是当下普通

民众所能共情的。

吴 楠：写金融题材剧其实是有陷阱

的，整个的运作逻辑不是生活逻辑，它专业

性极强，有很多壁垒。比如有这样一个情

景：“不走表内走表外”，我们完全不知道在

说什么，但是银行人已经能够感觉到极大

的戏剧张力了。我们在写《城中之城》的时

候会遇到无数这样的坑，然而在电视剧里

你不能和观众说表内是什么表外是什么，

根本没有机会做名词解释。不像看动作

片，拔刀、拔枪等动作一亮，武力值多少就

全明白了，金融题材的武力值观众是很难

看懂的。我们不能强行要求观众去理解，

但你毕竟做的是金融剧，不能挂羊头卖狗

肉，还要把专业放到一个合适的戏剧情境

里来，但又不能影响观众对故事的理解。

我也在想我们常说的行业奇观，我发现奇

观是对不同人有不同效应的，金融内部人

觉得这叫奇观，但是观众未必觉得，你最后

所有用力的结果会发现，大家其实更多关

注的还是人物关系。

从史料与生活中来，到戏剧
情境中去

许 莹：实际创作过程中各位走进金

融行业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姚晓峰：我主要是查史料，我对经济学

和历史都感兴趣，因此看了许多经济类、历

史类书籍，对经济类词汇、专业术语、彼时

的世界格局环境都还比较了解，像20世纪

30年代经济大萧条、金融危机间接导致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民国经济史、红色金

融史等等。拍这部戏之前，我正巧看了《宋

子文传》，发现原来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冲突

如此激烈，“民国四大家族”之间相互利益

也谈不拢。《追风者》找到我后，我一看剧本

涉及的年代就特别感兴趣。大家也可以在

剧中看到，我们除了在剧中表现国民党和

共产党之间的经济斗争，还展现了国民党

内部各方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金融角

逐的精彩场面，最后层层揭露国民党内部

的腐败，当时的国民经济深受其累。

田 雨：我们进行了大量采访工作。

像《城中之城》中的编剧卞智弘老师采访了

很多银行行长、地产从业者、审计等，我采

访了大量普通柜员、基金经理等。除了原

小说的基础，许多他们的工作习惯、生活细

节都是采访得来的。两年多的剧本创作过

程中我们一直在陆陆续续通过采访获得鲜

活的一手资料，这是一个从未间断的过程。

吴 楠：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做的很多

采访是按图索骥式的。采访过程中我们也

一直和专业人士强调，我们已经有大量故

事、有非常清晰的行进逻辑，比如阳光计

划、惠农、做通道等基本都是有案例的，业

内人士一看电视剧多多少少都能找到案例

原型。我们这部剧的金融顾问夏心愉老师

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有一些故事相当于我

们找她“定制”。比如剧中戴行这一人物形

象。小说只是在开篇讲到陶无忌入行第一

天时，戴副总坠楼了，但是戴副总是怎样走

的并没有涉及。他违规了、但是他初心是

好的，他没有给银行带来损失、但是给个人

带来损失，我们给出这样的结果相当于给

金融顾问老师划道，金融顾问再去回顾她

自己的储备和案例，有针对性地给我们讲

这些故事。后面的运作方式也基本如此，

我们采访后再对这些故事进行改造。这些

故事一边从生活中来，一边要符合我们的

戏剧情境。

寻找改编价值与原创思维
的共生路径

许 莹：《繁花》《城中之城》都有文学

改编的基础，它们的改编得失与难点在

哪里？《追风者》是原创剧本，创作者对于时

代大环境同个人命运的关系有何思考？

戴 清：《繁花》距离收官已经有一段

时间了，但是《繁花》的影响还在继续。彼

时我们更多沉浸在作品中，现在我们拉开

一段时间跳出来看，《繁花》的改编是带有

创造性意义的，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继

创”的过程，也就是不完全忠实原著、继续

创作的过程。电视剧《繁花》展现了更加烟

火气的上海，但是对于年代变迁的沧桑感

的展现不足。剧版《繁花》目前的呈现同原

著相比还存在差距，原著中的那种人生命

运的况味，尤其是几十年的变迁，在剧中被

绮丽迷离的影像所取代，而少了从生活滋

味到命运沉浮再到人生况味、供观众反复

咀嚼的绵长情感。《繁花》如果更忠实于原

著，那么历史沧桑感会更浓，当然那样改编

可能也有它的损失，现在是创造了更具导

演风格、王家卫版的《繁花》。

吴 楠：滕肖澜的小说《城中之城》是

一部良心之作，她对行业发展、人性剖析等

各个方面的认识很深入，可以说已经回答

了最难的问题。我们是在她的基础上做改

编，我想这部剧如果让我们从原创开始做

可能做不到这个地步。我个人认为这部小

说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打开了赵辉这一视

角，小说中赵辉这一人物形象有灰度、有丰

富层次，又是特别的、新鲜的。此外，小说

展开了赵辉被围猎的过程，这一围猎过程

不仅为电视剧提供了情节价值，还提供了

思想价值。我们说到影视改编，很多时候

不是说小说自身好不好，而是要去考虑小

说对于电视剧改编的价值。

改编过程中，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故

事的核心是谁？原小说中也有陶无忌、赵

辉、苗彻，但我觉得小说的核心是赵辉。我

们要做的一个最大改变在于把核心视角放

在陶无忌这边。我个人认为也不仅仅是因

为审查，还要考虑到观众的内在需求，观众

对光明有内在的情绪需求，但绝不是廉价

和概念化的。所以在后面的工作当中，其

中一个重点工作就是要把陶无忌提起来，

全面提升他的个人故事和情感关系，那么

就涉及田晓慧这一人物角色。在原小说

中，苗晓慧是苗彻的女儿，我们要把二人之

间的父女关系拆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出

现银行年轻人多是裙带关系的非普遍性设

置，另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在剧中用人物带

着行动走，田晓慧作为男一的核心关系，打

开了小说里提到的非银机构的操作乱象与

灰色地带，不仅深层书写了年青一代面临

的种种诱惑，也拓宽了金融系统更多向度

的呈现。

此外，我们还把谢致远的线索延续

了。小说中薛致远作为重要的对立面到中

间就没了，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矛盾没有必

须要升级的要求，但是电视剧需要矛盾不

断升级。怎么升上去？小说没有提供。沈

婧就是我们新加的人物，沈婧负责后半段

提升矛盾，在结构上她要为谢致远报仇，她

有强烈的个人动机要把赵辉拖入深渊。

田 雨：剧中我们增强了赵辉在银行

做实绩的部分，展开描绘了银行的惠农和

阳光计划等，但是九正一邪，在那一邪的处

理上最容易出问题。此外，我们在改编时

赋予了周琳这一角色质朴的底层劳动者的

色调，她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人。相较

小说，我们更强调让人物关系始终保持在

一种戏剧“压强”下，增强人物关系的复杂

性，充实该剧的体量。

吴 楠：是的。我们要展开他们在行

动中遇到的困境，把观众带入进去，观众才

能理解他们的难。这部戏的核心就是难，

难是最大的戏剧张力。

姚晓峰：我们是从小人物的视角切入，

讲述普通人如何被时代所“裹挟”。用裹挟

能更好理解你说的人物和时代的关系问

题。《追风者》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

代，中国那时正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置身

其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向

何方。这一表达有一些启蒙的意味，如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样，每个人都在追

赶时代的列车，却又在时代的裹挟中改写

了个体命运。我希望年轻人能从中获得思

考，即便被裹挟也能够有自主选择的笃定

心态，不躺平、不迷茫，要对信仰有追求。

许 莹：今年这三部金融题材剧都涵

盖了对上海地域文化的书写。历史和当

下在这里交织，正所谓“十里洋场烟花地，

风云际会上海滩”；满目繁华亦有穷街陋

巷，小人物苦中作乐求生存的故事也在这

里上演。

姚晓峰：通过两极化的营造，观众在

《追风者》中不仅能够看到带有烟火气的七

宝街，也能看到英、法租界的纸醉金迷。魏

若来是跨越阶层的，他从里弄来到另外一

个十里洋场，在两个世界里穿梭挣扎，我要

把人物置身于最底层和最高大上的两极化

空间里，用视听语言构建出典型环境，也只

有在这种典型环境里才能塑造出典型人

物，我临时为周姨加的那句台词“发达了别

忘了我们”才愈发振聋发聩。

戴 清：是的，应该说这三部剧都有对

这种地域两面性的呈现。《繁花》还有沪语

版，在我看来它对地域的挖掘最为充分，这

和它重视影像、方言等有关，也与王家卫的

导演艺术风格有直接关系，在语言习惯、对

上海女性摇曳生姿的魅力展现等方面都做

得较为出色，当然，《繁花》里也有大量对烟

火琐碎日常的呈现。《追风者》中大上海的

两面性也被呈现得淋漓尽致，人物既接地

气，又有金融行业精英的职业特色，在生活

实感和职业神秘感两方面做得较好，使得

作品能够扎得进去、升得上来，这是一种优

秀的、智慧的剧作巧思。《城中之城》也是，

既有陆家嘴金融大佬的欲望书写，也有年

轻人的奋斗过程，尤为难得的是，它把金融

的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氛围渲染得较为

充分。

金融题材电视剧创作圆桌对话

金融有道 方显价值

2024年热播的3部金融大剧，从民国讲到当代：年初的《繁花》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股市风云，《追风者》借20世纪30年代金融

视角透视革命斗争，《城中之城》距离观众当下的生活更近，展现了2017年以来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服务百姓

生活的全景图。金融是什么？是情义人眼中的人情世故、爱国者眼中的立身信用、从业者眼中的道德底线……本报特邀请一线创作者

与专家学者围绕金融题材剧创作难点、重点展开讨论。 ——编 者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一直是电影创作

者不断探索和实践的重要领域，这一题材

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使命。众多电影作

品，如《信仰者》《三湾改编》《建党伟业》

等，都尝试通过多样化的叙述手法和表现

视角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故事和历

史人物领袖的风貌。其中，电影《井冈星

火》以毛泽东为主要人物设计故事情节发

展的内在逻辑，以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为基

本依托，讲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创建农村革命

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这条革命新道路，解决用无产阶级思想

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这个根本性的

问题，为中国革命作出一系列理论探索和

宝贵实践。

尽管《井冈星火》并不是一部有着高

投入的电影作品，但它上映后收获的观众

反响和其艺术成就出人意料，这主要得益

于影片独到的创作视角和深刻的主题思

想。以电影艺术的表达方式，这部作品回

答了“党曾经走过的这段路程给人民军队

建设留下怎样的宝贵经验”这一命题。通

过精细的剧本搭建、严谨的历史考证与新

颖的表达手法，《井冈星火》成功地将展现

革命理想与信念的宏大叙事徐徐铺陈开

来，扬长避短、避实就虚，通过文戏的戏剧

张力来讲故事，实现“以小搏大”的效果。

这种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追求艺术与思

想深度的做法，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更为

丰富的可能性。

具体到人物塑造方面，《井冈星火》不仅忠实于历史，更通过细节

的把握摆脱脸谱化、标签化的窠臼。在类型化基础上，影片刻画出了

更接地气的历史人物，拉近与年轻受众的审美距离。一位位革命领导

人物，不再是停留于书本上的指挥者和决策者，而是有着丰富情感和

复杂心理变化的人物。一群有血有肉的革命青年，他们的情感和命运

与战火交织在一起，共同谱写出一代革命先辈的信仰之坚。通过展现

他们的疑惑、决策的艰难以及个人牺牲，这部作品为观众提供了一个

更加全面和立体的读史视角。

此外，《井冈星火》在叙事策略上体现了较强的现实主义风格，并

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例如，影片对于战争场面的巧妙处理，并

没有依赖大规模的战斗场景来吸引观众，而是更多地通过突出思想

斗争和人物之间的心理冲突来展现革命的复杂性。这种侧重于思想

和信念的较量，而非单纯的物理冲突，在有效节约制作成本的同时使

影片的主题层次更为丰富、深刻，引人深思。该片的摄影、剪辑和配乐

等环节的艺术创作技巧也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色调和光影的运用巧

妙地营造出历史时代氛围，同时服务于影片的主旨情感表达。剪辑

上，《井冈星火》采用快速而流畅的风格，使得影片节奏紧凑，不仅提

升了观影的沉浸感，也有效地传递了电影想要表达的紧迫感和历史

的严肃性。

《井冈星火》，既彰显了中国电影在处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时的

成熟与智慧，也回应了在当前电影产业环境下，如何通过创新的艺术

表现手法和深刻的主题思考，实现小成本影片的大价值。这部作品为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系《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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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0日，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电影进出口分公司主

办、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外影视合作发展专项基金协办的“北京放映·

北京国际电影节专场”在京举办。

本次活动意在于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为国际影人搭建了解中

国电影的交流平台，夯实中国电影“走出去”步伐。巴基斯坦、法国、

约旦、圭亚那、德国、荷兰等国驻华大使馆的代表，非洲电影协会、瑞

士电影协会、美国电影协会、巴西电影代表团，以及西班牙、英国、美

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柬埔寨、阿联酋等国的电影

制片方、发行商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国家电影局国际处处长徐阳在致辞中谈到，“北京放映·北京国

际电影节专场的举办，是一次应运而生的光影聚会，也为中国电影与

世界电影人搭建起一座文艺互荣、文明互鉴、文化共赢的光影之

桥。相信通过这次活动，远道而来的世界电影人能充分挖掘出中

国电影的合作潜力，以文化融合、产业共荣为方向，齐心协力将中

国电影带给世界观众，向世界展现全面、立体、生动的‘今日之中国，

世界之中国’”。

推介环节中，主办方系统性地介绍了中国电影产业在创新与成

长方面的显著成就，同时特别提及了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受到的广泛

关注与高度评价。为展现中国电影的魅力，主办方从众多佳作中精

挑细选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飞驰人生2》《长安三万里》《我和

我的父辈》等7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通过图文介绍和观看完整影片

的形式进行推介。不少与会嘉宾在观看完推介后对活动表示认可与

赞许，这些中国电影不仅让国际影人更直观地了解到中国当代电影

艺术独特的美学价值，更进一步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和认同。 （许 莹）

北京放映·北京国际电影节
专场搭建中外交流平台

主持人：
许 莹：《文艺报》艺术评论部编辑

对话嘉宾：
姚晓峰：电视剧《追风者》总导演
吴 楠、田 雨：电视剧《城中之城》编剧
戴 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专委会秘书长

姚晓峰

吴 楠

田 雨

戴 清《城中之城》剧照

《繁花》剧照 《追风者》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