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艺作品中，无论多大的历史、多大的题材，

都可以将宏大叙事落实到个体书写，即一段历史、一

个时代可作人生化的处理，将整个大的历史在个体

的人生历程与精神成长中呈现，透过个体成长昭示

历史走向。《追风者》以演绎主人公魏若来的个体生

命史为入口，让观众叩访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

历史。

该剧由出身寒门、怀揣金融报国梦的时代亲历

者魏若来带入，引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以魏若来

生命的起承转合——从一个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普

通职员，到最终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和杰

出的红色金融家，昭示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

党。从收购通商和兴夏两大银行、拿回关税保管

权，到钨砂交易、淞沪抗战，再到假币案、库券案，该

剧没有说教，只是将魏若来亲历的这一系列事件按

照逻辑因果关系一个个绑系起来，组合成一个导向

某种结局的事件序列，从而使观众投入一种趋向、

产生一种追索性注意，并聚焦本质、揭示真理。在

《追风者》中，就是通过让立志报国的魏若来亲睹一

个又一个重大陷阱、亲尝一重又一重苦涩，来认清

真相，从而在理想破碎、信仰坍塌之时，去珍惜黑暗

中的那一丝光亮。

“假币案”和“库券案”是魏若来人生的两个转折

点，让他内心的失望累积到了顶点。假币制造厂的

存在，是为了国民党政府高层个人敛财。所以，“假

币案”的结果就是找两个“替罪羊”顶包，然后到此为

止。魏若来面对这样的结果，满心悲愤却又无能为

力。其后，以发展实业、振兴上海为由所引发的库券

爆雷，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因相信国民党政

府而纷纷掏出家底购买库券的百姓们钱财被榨干、

生命被碾压，阿文自楼上一跃而下、周姨因悲痛过度

精神失常……身边这一张张曾经充满希望又最终走

向绝望的面孔，让魏若来彻底觉醒，他一直以来追随

的是一个已经从根上就烂透了的腐朽政府。魏若来

的生命历程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不破不立，没有崩

塌就不会有重塑。

《追风者》几乎保持着一集解锁一个小高潮的节

奏，每一集都有新问题的提出或老问题的解决，一环

套一环，观众每看一集都要在心理上攀援一番，经受

一次很强的心理体验。并且，剧情设计在做到环环

相扣、引人入胜的同时，又时刻在为后续情节铺垫伏

笔。值得一提的是，各种令人始料未及的反转轮番

上演。一个接一个的死局，令观众神经紧绷、高度紧

张。主人公置身死局似乎无人能救、无路可逃时，巨

大的悬念总会在精妙的反转之中豁然被揭开。如此

不断，几收几放、几开几合，汇集成该剧高能的视听

效应。

《追风者》除有效营造高能的视听效应，还成功

氤氲了令观众感奋与震动的峥嵘气象。而这股扑面

而来的生命气息的挥洒释放，得益于该剧建构了能

紧紧抓住观众心灵与情感的强大的张力结构。

该剧设计了明暗双线，金融为表、谍战为里，不

见硝烟的金融线展呈了紧张的股市商战，硝烟滚滚

的谍战线则展呈了激烈的武装斗争。双线推进的同

时又彼此产生了交集与缠绕。如此张力结构的铺

陈，一方面为该剧升腾宏大气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

一方面更使该剧的类型模式实现了从单一到融合。

正如该剧编剧翁良平所言，之前写革命史的电视剧

大多写的是“枪杆子”的故事，对于“钱袋子”即钱粮

等后勤支撑少有触及。而《追风者》则别具匠心地达

成了“枪杆子”与“钱袋子”的珠联璧合。

剧作无论在背景渲染抑或故事讲述上，均张力

感十足。魏若来租住的七宝街弄堂虽破旧逼仄、邻

里生活窘迫，却满溢着人间温情与烟火味道；租界，

看上去流光溢彩、富丽堂皇，内里却藏污纳垢、危机

四伏。

魏若来曾说，金融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是

杀人的刀，放在好人手里是耕田的犁。该剧的上海

段与江西段正为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国民党也曾认

为民心可用，可当百姓拿出钱财来支持政府时却因

金融丧命，而在江西苏区最不缺的正是共产党对人

民的信用。因此，该剧深刻昭示了国民党领导下的

金融是为官僚资本服务，而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才

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所以，错不在金融，而在

人心向谁；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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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滕肖澜同名小说，滕华涛执导的金

融题材剧《城中之城》，近日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后，保持着较高的收视热度。两代金融人在

一个个际遇节点上的抉择，在职业操守与利益

诱惑之间的徘徊，时刻牵动着观众的心。

作为一部行业剧，《城中之城》首先通过打

磨影像细节，搭建起深茂银行滨江支行这个具

体的职场空间，为赵辉、陶无忌等主要人物提

供了可靠、可信的生活环境。进而，剧集以银

行人员晋升机制为线索、以银行对公业务部日

常工作为依托，正式开启行业叙事，并将专业

性较强的金融知识融会其中，由表及里地为全

剧赋予了细腻、坚实的职场质感，较好完成了

行业剧的“规定动作”。

和一般的行业剧相比，《城中之城》没有

延续“以事带人”的常规思路，而是以人物为

着眼点，采取“因人生事”的方式编织情节。

对于“人”的关注，也不同于某些借“职场”之

名，行“恋爱”之实的作品，而是从爱情、亲情、

友情等多个侧面，观照处于多维情感关系中

立体的人。

当前许多行业剧，采用的都是“单元化”的

故事模式，将一个个彼此独立、关联较弱的案

例，串联在一条人物成长线或情感线上，从而

形成纵向的串珠式结构。此类作品的看点往

往是具有曲折性乃至奇观性的外部事件，对人

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有限。

《城中之城》围绕金融行业事件展开，以不

同层面的情感纠葛，构成了延展情节的叙事动

力，从而形成了一种纵向的交错式叙事结构，

与“因人生事”做到了很好的契合。

赵辉对昔日同窗情的顾念、对亡妻李莹的

思念、对女儿眼疾的忧虑、对兄长救命之恩的

挂怀，成为吴显龙、谢致远等人引诱他入局的

伦理枷锁，成为他一次次突破职业底线的情感

动因。随着情节的推进，赵辉的形象在义与利

的不断博弈中、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复振荡中渐

次深化。他与银行新人陶无忌的师徒关系，也

因自身对职业信仰的逐步背离，发生了从携手

到交锋的转轨。

在叙事结构从横到纵的新变中，该剧将构

建行业叙事的起点锚定在“人”的身上，由此，

戏剧性的生成从外部事件走向了人物复杂的

内心世界。

从“事”到“人”的转向，一方面将叙事重心

从“职场”调整为“职场中的人”，深化了行业剧

对社会现实的透视力度；另一方面将人与人显

在的意志冲突，转变为人与人深层的性格冲

突，丰富了行业剧中戏剧冲突的表现形式。纵

向交错式的情节网，也为人物之间的充分互动

提供了沃壤，形成了多组审美潜能丰富的镜像

式人物关系。

镜像关系既指向人物间精神气质、价值理

念的相近。例如，陶无忌与青年时期的赵辉、

中年时期的苗彻，分别构成两组镜像关系，在

坚守职业理想的层面上具有一致性。同时，镜

像关系也意味着相对，指向人物间认知观念的

分歧或身份境遇的倒错——陶无忌与田晓慧

在不同职业偶像的引领下，形成了迥异的职场

三观。前者始终秉持着黑白分明的价值认知，

甘愿在无愧本心的独木桥上求索；后者则试图

在黑白间冒险游走，希冀在目的论导向的高速

路上狂飙。

苏见仁与程家元的镜像关系尤其丰满有

趣。一方面，父子俩前期“求爱不得”的相似

遭遇令人捧腹；另一方面，“幼稚任性的父亲”

与“成熟内敛的儿子”之间，也形成了颇具喜

剧色彩的颠倒式父子关系。两人虽为次要角

色，却在剧中获得了完整的人物弧光：苏见仁

从纨绔子弟到性情中人的形象蝶变，程家元

从得过且过到自立自强的个人成长，均统一

于父子俩由疏离到和解的关系变化里。也正

是这种真实的成长与蜕变，引发了观众广泛

的认可与欣赏。

在人物一言一行的正反照应中，镜像式关

系为全剧的人物图谱赋予了紧凑的结构，牵系

起上至高管、下至职员的金融业工作者群像。

由错位生成的喜感、传承唤起的触动、抵牾带

来的叹惋，为观众合力编织出多样化、多层次

的情感体验，为本剧的价值观探讨提供了具体

支点。

黑与白、是与非等具有对立色彩的命题，

在镜像人物间的合作与博弈中，获得了一种更

具开放性的探讨可能，人物最终对于职业信仰

的捍卫、对道德底线的坚守，也因之变得更为

真实有力。

行业剧的主题落点，往往在于树立职业道

德、彰显职业信仰，该剧的主旨同样聚焦于此，

但并未止步于此。该剧在人性透镜下开展的

行业叙事，因为对人性困局的放大，而将“为”

与“不为”的二元选择，转变为深入内心的辩证

抉择。

《城中之城》可谓一部“中国式金融题材

剧”。它一方面联系着当代中国，在关切职场

叙事的同时，更将故事格局开拓至更高层面，

将金融反腐、金融强国建设等议题蕴含其中；

另一方面它又联系着古代中国，以“人”作为构

建职场叙事的出发点，肯定着人的伦理情感、

强调着人的内心张力、询唤着人的善良本心，

将儒家智慧作为拓展艺术思维的灵感源泉，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着贯通古今的相拥。

（稿件来源：央视剧评）

□ 李胜利

电视剧《城中之城》——

人性透镜下的行业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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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

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

快联系，以便付酬。

头部影片竞争激烈

本届五一档的 6 部国产电影和 2 部进口电

影，各具特色，展现了中国电影市场多元发展

的活力和潜力。佳作集结也令今年五一档票

房冠军争夺尤为激烈。

《维和防暴队》讲述了中国维和警察在海

外执行任务的故事，以紧张刺激的剧情和精彩

宏大的场面吸引了不少观众，再加上黄景瑜、

王一博等备受喜爱的青年演员为影片增色不

少，该片在五一档开局阶段一路领跑，连续 2

天斩获票房日冠，最终夺得五一档票房冠军。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该片在五一档所有新片

里 下 沉 程 度 最 深 ，三 四 线 城 市 传 播 度 达

72.4%。

《末路狂花钱》五一档总票房稍微落后《维

和防暴队》，但后劲十足。影片上映第二天实

现逆跌，由此大幅缩小了与前者的票房差距，

并在上映第三天开始获得更多排片青睐，档期

后半程连续 3 天夺得票房日冠。

契合节日的喜庆氛围，作为喜剧片的《末

路狂花钱》颇具题材优势。去年五一档票房冠

军由同为喜剧的《人生路不熟》逆袭《长空之

王》夺得，今年《末路狂花钱》票房可圈可点，再

次展现出喜剧电影在重大档期的爆发力。

《末路狂花钱》由贾冰、谭卓、小沈阳等主

演，喜剧人荟萃一堂，阵容自带搞笑基因，宣

传则以短视频的形式加强电影关于爱情、友

情、消费方式的趣味探讨，多条相关作品点赞

超过 200 万，影片喜剧气质得以进一步深化，

最终依靠轻松幽默的风格成为观众的“解压

神器”。

港片“老戏骨”古天乐、洪金宝压阵的《九

龙城寨之围城》凭借原汁原味的港片风格和真

打实斗的动作场面赢得大批观众的喜爱，跻身

档期票房三甲。

进口电影受众稳定

去年进口片票房三甲由《铃芽之旅》和《灌

篮高手》占据两个席位。今年清明档冠军则由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夺得。

今 年 五 一 档 ，双 双 于 4 月 30 日 率 先“ 开

跑”的《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哈尔的移动城

堡》同样齐头并进，上映首日包揽票房日榜前

两位。

动画《间谍过家家》系列将家庭与冒险元

素相融合，《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作为该 IP

的首部大电影，可爱的“阿尼亚”萌化了无数观

众，在新生代人群中广受欢迎。数据显示，《间

谍过家家 代号：白》30 岁以下受众超过 50%，

与当下影市消费主力高度重合。五一档首日，

该片轻松斩获票房 5638.4 万元，位列榜单第

三。五一档次日排位虽被《九龙城寨之围城》

超越，但在票房上依然实现了逆跌，表现不俗。

宫崎骏执导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美名远

播的经典除了勾起年轻观众的兴趣，更唤醒了

老一辈影迷的热情。从受众画像上看，除了新

生代作为影片的主力受众（20-24 岁观众占比

24.5%），同样重要的受众群体则是为情怀补上

一张电影票的“40 岁+”影迷。该片上映 6 天，

累计票房突破 1.2 亿元。

今年五一档的票房成绩当属众多影片合

力共进的结果，不仅折射出大众观影热情的持

续高涨，更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同时，档期内各大影片票房、口碑差距，

也反映出观众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更加注

重影片的气质和品质，这也提醒创作者应在

选题、制作等方面更加注重创新，在档期考量

上更加谨慎，从而以最佳状态助力中国电影

勇攀高峰。

（稿件来源：新华社、央视电影频道）

——五一档电影票房达15.27亿元

电影类型多样 观众热情高涨

百花齐放，佳作齐聚。国家电影局 5 月 6 日发布数据，我国 2024 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
15.27 亿元，观影人次为 3777 万。其中，《维和防暴队》以 4.06 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末路狂
花钱》《九龙城寨之围城》《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哈尔的移动城堡》位列票房榜二至五位。

整体来看，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充分、题材丰富，涵盖了动作、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电
影类型，满足了观众多样的观影需求，展现出我国电影市场的潜力。

电影《末路狂花钱》剧照

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剧照

电视剧《城中之城》剧照

电视剧《城中之城》海报

电影《维和防暴队》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