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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谍战为衣、金融为线、信仰为魂

《追风者》收官 伏笔一一解开
������由王一博、李沁、王阳主演的电视剧
《追风者》 上周在央视八套上演大结局。
凭借全程高能的剧情、 热血饱满的人物
以及前所未有的金融视角，《追风者》掀
起了持续的追剧热潮， 该剧在央视收官
前收视持续破 2，同时成为今年爱奇艺首
部热度破万的作品， 作品网台双爆也引
发了破圈热议。

用鲜为人知的金融战
揭开尘封往事

在《追风者》大结局中，1936 年年底，
魏若来长征归来，重返上海滩，再次在交
易所见到了沈图南，昔日恩师此时已成为
“孤雁同志”。这一次，他们将携手并肩，为
未来的金融事业而奋战， 两人相视一笑，
也为剧迷留下了能否看到《追风者》第二
季的悬念。

《追风者》是今年荧屏播出的首部谍
战大戏，也是爱奇艺首部热度破万的谍战
剧， 但整个故事并不是靠谍战推动的，谍
战在剧中作为剧情副线，只是用类型化手
段为全剧披上了题材外衣。《追风者》更像
一部民国金融历史剧，剧情脉络是鲜少被
搬上荧屏、有一定历史真实基础的民国金
融战故事，而整部戏的核心主线是信仰之
路。

故事开场从“魏若来打工记”这样一
个小切口进入，讲述出身贫寒、怀揣金融
报国梦的魏若来“鲤鱼跃龙门”成功入职
央行。开篇阶段剧情聚焦魏若来初入职场
的种种经历和不断进阶，这个“沪漂”入职
“大厂” 的打工人故事用年轻化视角打破
界限，拉近了主人公与观众的距离，让人
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剧中，租界与华界泾渭分明，一边是
上海滩各路大佬的高端智斗，一边是七宝
街弄堂老房子里人与人的质朴温情。每天
上班，魏若来手持身份证明，穿梭于两个
世界间。 初看七宝街，会以为剧情细致描
摹这个底层民众聚居的贫民区，只是为了
以平民化视角展开故事， 勾勒上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烟火人情，看到剧集后面才明
白，这是整部作品最大的伏笔。

当故事推进至高潮阶段，剧情以金融
为线打通了两个原本互无交集的世界，所
有线索在建设库券风潮这一个事件中爆

发。 一场库券“爆雷”，无数人倾家荡产，阿
文跳楼，周姨疯了，与此对应的是虞老、康
爷以及幕后庄家“大姐”这些官僚买办，用
“吸血”得来的不义之财过起了纸醉金迷的
生活。 《追风者》以证券交易所和七宝街作
为取景框，展现民众哀鸿遍野、惊心动魄的
故事，真实呈现出金融和民生的关系，让观
众重新认知了历史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原本为国民经济建设发行的库券，被
掌控经济命脉的权力阶层变成满足私欲

的工具。身居高位的国民党统治者通过金
融手段劫掠上上下下各阶层民众的财富，
而被金融精英奉为生命的国家信用荡然

无存。金融战的残酷与国府内部的腐朽无
能，让魏若来对自己的金融报国理想产生
了怀疑。

个人成长经历印证历史选择的必然

以往荧屏上的谍战剧主角，都是开局就旗帜鲜明地
靠向共产党一边的革命者，或者在故事中局毅然踏上革
命之路的进步青年。而魏若来完全不同于常规的谍战英
雄人物设定， 这个人物的成长轨迹具有一定被动性，甚
至与《追风者》这个意气风发的剧名有些不搭。

剧中的魏若来是金融天才，却对国家的政治前途有
些茫然。直到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哥哥在临终前托付任
务，魏若来才在亲情之下不得已卷入国共对抗。 一方面
他出于本心善良，为地下党保守了秘密，另一方面他又
小心翼翼地避开主义之争的政治旋涡， 试图置身事外。
在与中共地下党员沈近真的一次次接触过程中，魏若来
表现得警惕、躲闪、犹疑。

在亲情、 师徒情等复杂情感立场的共同拉扯下，魏
若来的信仰选择“中立”，像一枚竖立起的硬币，无法轻
易倒向任何一面。历经侦缉队刑讯室内的严刑拷打和刑
场上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 魏若来经受住了一次次试
炼，但他在剧集的大部分篇幅中，依然与红色信仰保持
着距离，即使冒死公布库券案真相被迫逃亡苏区，他仍
因理想幻灭决定不再踏足金融行业返回了家乡。

几乎没有一部谍战剧会如此铺垫人物漫长的信仰

转变过程，而该作品的高明之处也在于此：以魏若来这
个见证者的客观视角带入， 引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来
讲清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从而让整个故事在
主题表达上更具说服力。

剧中，从兴夏银行收购事件、通商主控权收回事件、
关税改革事件、钨砂生意案，到黄包车夫罢工游行事件、
淞沪抗战，以及让魏若来和沈图南爆发争执并走向决裂
的假币案、库券风波……所有戏剧事件其实都有一个最
终指向：让立志报国又被时代裹挟的魏若来看清整个国
家的真相。

没有任何说教，《追风者》通过一起起金融战，把历
史课本上的文字还原成生动的影视故事， 普罗大众也
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阿文、周姨这些向往美好
生活的百姓。 正是这一张张曾经充满希望又走向绝望
的面孔，击垮了魏若来最后的防线，促使他走向自我觉
醒。

剧集尾声，回到江西老家的魏若来亲身感受到了“共

产党和老百姓是一条心”。 认真思考过后，魏若来终于想
通“金融只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就是杀人的刀，放
在好人手里是耕田的犁”， 他重新燃起了金融报国梦，决
定去瑞金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这时的魏若来眼里又有
了光。

在《追风者》的故事中，魏若来的信仰重建不是一蹴
而就的，越是细致表现主人公从原有的信仰废墟中爬出
来，认清历史潮流的漫长过程，就越符合人物审慎求真
的深沉性格，也就越能印证历史发展的必然。

“双雄叙事”信仰碰撞张力十足

在这个关于信仰选择的问道故事中，沈图南和魏若
来是最令人动容的一组人物关系。从故事开端信仰层面
的精神共振，到剧情中段生死相随的莫逆之情，再到结
局理想重燃终成红色战友，这对师徒关系的建立、决裂、
复合是全剧核心的人物线，两人的信仰碰撞也最为震撼
人心。

剧中，建设库券崩盘，魏若来看到金融风波下的民
生疾苦，主张壮士断腕严查到底。 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
沈图南认为说出真相会激起民愤，这份“身不由己”与人
物初登场时高高在上的铁血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激烈
的师徒冲突中，魏若来忍无可忍当场辞职，他形容“身上
长了脓疮不剜掉会得败血症的”， 进而追问自己曾经崇
拜的沈图南：“您恪守本心了吗？ ”当沈图南说出“留得青
山在”时，魏若来铿锵回击：“这青山中有虎狼，会吞噬百
姓的血肉，留它又有何用呢？ 我真的是以留在这座山中
为耻！ ”这一刻，师徒之间信仰之战张力十足，整场戏台
词言简意赅。

结局剧情中，沈图南虽有心报国但无力回天，最终
成为金融改革失败的“背锅者”。 被红军俘获后，进入苏
区的沈图南又遇到了魏若来，而他很快意识到，金融从
业者追求的理想中的“信用”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如果说
《追风者》的前半程是沈图南带魏若来走进了金融大门，

那么在后面的故事中，魏若来成为了指路人，促使沈图
南最终转变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这是信仰故事里难得一见的“双雄叙事”，体现出编
剧、导演的创新能力与深厚功力。 实力派演员王阳，在有
限的表达空间内调动技巧和情感，展现师徒情深，驾轻就
熟。青年演员王一博在表演上的进步让人刮目相看。这对
“叔圈天菜”和“娃娃菜”的师徒组合也颇受剧迷钟爱。

这两年不少谍战剧口碑下滑，多因为内容同质化和
单纯偏重叙事技巧，而《追风者》具有一般谍战剧中少见
的故事格局，也为谍战剧创作带来诸多启示。 首先，类型
融合是谍战剧的创新途径，比如现代谍战剧《对手》中因
为加入了中年危机的元素而大获成功，年代谍战剧《隐
秘而伟大》因为融合了“职场小白”的故事而让人耳目一
新，《追风者》走金融谍战路线更是独辟蹊径、前所未见。
其次，谍战剧对故事的要求高，但人物塑造同样是关键，
只要人物让观众相信了， 再传奇的故事观众也可以代
入，平民化视角和生活化表达则可成为塑造谍战人物的
有效手段。 如今，不少谍战作品在“道”的层面越来越缺
乏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追风者》这个小人物由术入道追
寻信仰的成长故事，点燃了观众的追剧热情，这恰恰说
明，信仰之战的热血与感动始终是谍战剧的灵魂。

（据《北京晚报》）

《《追追风风者者》》海海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