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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电视剧电视剧《《追风者追风者》》引发收视热潮引发收视热潮，，剧中剧中

众多的江西元素众多的江西元素，，更是频频冲上热搜更是频频冲上热搜————

《追风者》自 3 月 21 日起在 CCTV-8 黄金时段

和爱奇艺同步播出，收视率及网络热度持续走高，

成为爱奇艺 2024 年首部热度破万剧集。在豆瓣有

16 万人打出了 7.8 的高分。该剧自 4 月 12 日起在

浙江卫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热播。

一部剧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作为编剧，我在

激动的同时，更多的是感恩。首先要感谢江西这

片热土，在特殊年代孕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

家银行等丰厚而又光荣的红色历史、红色文化，成

为笔者创作的支撑；其次要感谢制作方从一开始

就对项目抱有信心并支持孵化；最后要感谢大家

对剧作的认可，感谢姚晓峰导演、张书维总制片人

对剧作的加持，感谢王一博、李沁、王阳等优秀演

员及台前幕后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作为文字工

作者，看到剧本上的文字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效

果，我想除了幸运、感恩，再也找不出更好的词语

来表达了。

《追风者》之前名叫《长风破浪》。“长风破浪”

一词源自《宋书·宗悫传》，宗悫少年时的志向就是

“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也成为主人公魏若来的

人生信条。后来播出时改名为《追风者》，笔者觉

得改得非常贴切，简洁、有力，也更加贴近市场。

作为一部年代、金融、谍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整部

剧所追求的气质，就是主人公在热血追风的路上，

长风破浪，家国为上。

《追风者》的视角对准的是民国金融，展现的是

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同时融入谍战这一类型，

通过主人公魏若来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和共产党领

导下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工作时的鲜明对比，揭示了

国民党金融是为官僚资本服务的本质，只有共产党

领导下的金融，才是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其背

后想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胜利，是

历史选择，更是千千万万个像魏若来、沈近真、沈图

南这样的普通人，做出的人民选择。

《追风者》遵循“小人物、大时代”的创作理念，

将宏大的主题内涵融入类型化叙事、年轻化表达，

以小人物魏若来的成长为主线，展现了他从对国

民党的信仰崩塌，到接触、走近，甚至最终不惜牺

牲一切去捍卫、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这

个过程既是魏若来个人的成长，又与背后的历史

洪流相关，即在任何时候个人的命运与选择始终

是 离 不 开 时 代 的 ，它 跟 国 家 的 命 运 是 紧 密 相 连

的。而魏若来、沈近真等彼时的热血青年，甚至包

括沈图南，最终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将信仰和救

国救民作为他们毕生的追求。我想《追风者》能打

动观众，其热血的气质及主人公魏若来、沈近真、

沈图南等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是至关重要的

因素。

同时，正如创作了《麻雀》《惊蛰》等优秀谍战

剧的编剧海飞所言：“地域所带来的美学特色依然

是谍战破局的重要法则之一。江西丰富的红色资

源和美学特色，无疑和《追风者》相互加持，形成了

该剧的鲜明特色”。笔者在江西工作十几年，对这

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追风者》的创作

中，力图将更多的江西元素融入其中。魏若来是

江西吉安人，牛春苗这个拥有原始、野性生命力的

女孩同样来自吉安，魏若来确立信仰后和沈近真

工作的地方是瑞金的苏维埃国家银行，还有江西

俚语“狗牯仔”，对红军至关重要的钨砂贸易等，要

知道世界钨砂储量的三分之二在中国，而中国三

分之二的储量在赣南……这些浓郁的地方特色，

让本剧散发出强烈的江西味道，让观众感受到江

西的美以及江西人的淳朴、热情、勇敢与家国情

怀。

今后，笔者将继续研究江西丰富的红色文化、

绿色文化、古色文化，深挖江西这座富矿，通过影

视剧的方式讲好江西故事，讲好江西人的故事，进

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当然，限于

时间、水平、见识及格局等方面的不足，《追风者》

的创作肯定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将激

励我再接再厉，鞭策我持续总结，争取在后续的创

作中能做得更好，交给观众更加满意的答卷。

“我叫魏若来，江西人。”3 月

下旬，当《追风者》甫一亮相，谁也

未曾料到，这部电视剧会一路“高

开暴走”——从开播到收官，《追

风者》央视实时收视指标峰值突

破 2.66%，网络端则是爱奇艺 2024
年首部热度破万的剧集，也是该

平台有史以来唯一的热度破万的

年代剧。

究 竟 是 什 么 魅 力 ，让 这 部 电

视剧“一统”遥控器，引发了万千

观众“追风”？

20世纪30年代，波谲云诡的十

里洋场，风起云涌的中央苏区……

《追风者》结合真实历史，用金融这

一新颖的视角，小人物传记这一特

别的打开方式，生动展现了我党粉

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顽强开展革

命斗争的故事，书写了有志青年踏

浪扬帆的革命历程。

关税权之争、假币案、“一·二

八淞沪抗战”、建设库券，全剧前

半 段 剧 情 以 四 个 重 大 事 件 为 主

线，层层推进。许多人也第一次

注意到，革命的经费从哪里来，无

论是军事还是经济、民生，我们到

底是从何等艰难的境地一路披荆

斩棘而来？

严格来说，《追风者》并不是典

型意义上的谍战剧，更多聚焦的是

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从烟火气中淬

炼个体成长的心灵轨迹，从少不更

事、初出茅庐，到最后热血追风、师

徒同义，时代的洪流变迁与小人物

的悲欢命运紧密绑定。

传 统 的 年 代 剧 ，主 角 大 多 在

历史上有名有姓，观众更多是作

为“局外者”旁观他们的故事。《追

风者》在人物塑造上，开辟了“普

通人”这条新赛道，营造了强烈的

代入感。

主 人 公 是 一 名 民 国 时 期 的

“沪漂”青年，租住在低矮的阁楼，

有一帮热心的邻居，每天倒两次

电车去上班，唯一一身比较体面

的衣服穿了洗、洗了穿，遭遇了职

场霸凌会适时反击，自尊自信自

强自爱，身处尘埃却努力寻找阳

光。

在剧中呈现的日常生活有自

来水，有牙粉，老百姓爱炒股，娱

乐圈跟现在大差不差，报纸上登

着各类行情，汽车保有量已经不

少——这是一台系统化运行的国

家机器，却又被蛀虫蛀空而内忧

外患。

人 物 塑 造 的 真 实 感 ，牵 动 着

观众的喜怒哀乐，迫切地想知道

主人公如何追风破局。

一 部 优 质 的 作 品 ，必 定 会 传

递正向的人生价值观，给予人们

精 神 力 量 。 曾 经 有 一 些 爆 款 剧

作，观众津津乐道的反倒是反派

角色，而《追风者》给观众呈现了

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魏若来、沈

近真、牛春苗，都是活生生的、富

有魅力的。他们与千千万万的革

命战士一样，平凡又伟大，是最该

被铭记的人。

能讲清楚信仰内化过程，才是

一部好的革命历史题材剧。复盘

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到，从

“一切都挺好”，到发现“好像有些

东西不对劲”，再到痛苦“为什么会

这样”、思考“我该怎么办”，最后才

到“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

随 着 魏 若 来 这 个 时 代 微 粒 ，

体 验 到 那 个 时 代 的 微 观 生 存 现

状、年轻一代的艰难迷茫以及如

何被时代洪流推着抉择形成自己

的信仰，更能让当代青年共情和

触动。一句话，就是代入了！

尤 为 重 要 的 ，作 为 群 像 戏 ，

《追风者》没有开启“上帝视角”，

主角没有“金手指”，所有的反派

角色智商在线，甚至“命硬得像打

不死的小强”，每一个人物都性格

鲜明、立体且有记忆点。在激烈

的矛盾交锋中，更显英雄本色。

“我用18天，见证了一个人的6
年”，有观众说，看完《追风者》，再去

翻看历史书。书上那些文字，多年

后在《追风者》里正中眉心。

翻开课本，“官僚资本凭借国

家权力，迅速聚敛起巨额财富，四

大银行成为他们巧取豪夺的重要

工具”的文字映入眼帘。看完这

部剧，才真正明白，书中短短几行

字 背 后 ，是 无 数 家 庭 的 倾 家 荡

产、家破人亡，就如剧中七宝街的

周姨、阿文。

《追风者》潜移默化，让观众

甘 心 去 追 寻 ，也 成 为“ 追 风 者 ”。

从此历史书不再是平面，而是有

画面，有血有泪有风。

“看完《追风者》，我的抖音变

得‘又红又专’。”在《追风者》的带

动下，大家都“红气”满满、朝气蓬

勃 。“ 网 言 网 语 ”的 背 后 ，不 是 玩

梗，而是观众的投入与共情。

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

而是点燃火焰。《追风者》做到了。

好 作 品 的 长 尾 效 应 ，远 不 止

数据。

《追风者》的出圈，让更多人

发现了低调的宝藏省份江西，也

让更多人爱上了这片红色土地。

“《追风者》江西宣传片”“《追

风者》去江西取景了吗”“我是江

西吉安人”“用《追风者》的方式打

开江西”，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跟 随 剧 中 的 镜 头 和 台 词 ，大

量的江西元素一一呈现在观众面

前，如自然风光、饮食习惯、方言

俚 语 …… 丰 富 了 剧 情 ，也 加 深 了

观众对江西的印象。台词“我是

江西吉安人”“井冈山，我这辈子

最 想 去 的 地 方 ”…… 直 接 把 吉 安

送上热搜。此外，“这江西就是山

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堪比“江西绿”的“软广”。又如剧

中提到，世界钨砂储备的三分之

二在中国，中国三分之二的储备

在赣南。还有那鲜辣带劲的江西

菜，忠诚、勇敢、智慧的江西老表

等频频出镜，让这部剧散发出浓

浓的“江西味”。

剧尾的一首改编自江西民歌

的《十送红军》，更是感动了万千

观众。“看了《追风者》，才重新认

识江西的伟大。在那个年代，江

西的贡献不应被遗忘。”

有网友说，看了《追风者》，一

冲动就来到了魏若来的家乡，看看

红军走过的路，感受一下革命圣地

的庄严和伟大。还有观众跟随《追

风者》，从江苏常州第一次来到热

情的红色江西打卡，第一站就选择

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深圳龙

高学子千人研学团奔赴井冈山，赓

续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信仰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

剧中大结局，魏若来说：“我

坚信，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昂首

挺胸回到家乡。”

“狗牯仔，家乡的花开了！”90
年后，亲昵的呼唤从吉安发出，仿

若历史的回响。

最是一年春好处，井冈山上杜

鹃红。漫山遍野的红杜鹃，正在春

天里绚烂绽放，像烈焰卷过旷野的

风，像那个时代血与火锤炼的伟

大，像人们深深地缅怀与铭记。

新主流电视剧的可贵探索
□ 陈 涛

作为一部优秀且独特的新主流电视剧，《追风

者》用银行小职员魏若来的视角，来展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巨变。

《追风者》的开篇像是一场“乡村青年进城打工

记”。学历不高的魏若来从吉安老家来到十里洋场

的上海，他稚气未脱，一心只想打工挣钱。这与当下

诸多年轻人上班的心理状态不谋而合。魏若来身上

有来自乡村的质朴，也有努力生活的顽强。很多观

众从魏若来身上，看见了当下生活中自己的影子。

流量演员粉丝群庞大，具有较好的市场号召

力，会给电视剧带来一定的热度，但稍有处理不当

便会生“喧宾夺主”之嫌，让观众的注意力游离剧作

本身，从而不利于作品主流价值的表达与传播。

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一定是准确把握时代

脉搏，积极回应观众关切的。而信息过载、时间碎

片化的当下，“酒香也怕巷子深”是许多优秀剧作

面临的难题。可贵的是，《追风者》邀请当红演员

参演，但没有把明星光环当作噱头，而是一切从剧

作本身出发，多方面优化提升剧作质量，让演员为

角色服务，较好地与剧中角色融为一体。

“你在历史书上看到的短短一行话，却是他们

波澜壮阔的一生。”在许多观众看来，《追风者》有

生动的叙事，有细腻的表达，更有闪耀的人性光

辉。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往往需要经历探索、试

错、反思与修正。《追风者》以魏若来、沈近真等人

的青春书写，让历史走出了课本，在影像中拥有了

新的生命力。

苏区精神的历史在场
□ 赖青云

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

剿”，再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踏上长征

路，《追风者》的剧情发展与苏区历史紧密相连。

在表现魏若来、沈图南、沈近真等形象时，历

史不曾缺席，始终和主题表述、人物塑造融为一

体。历史的在场使个体发展真实可信，个体的命

运发展又成为历史流变的一面镜子。

魏若来租住的七宝街弄堂里，有刀子嘴豆腐

心的房东周姨，行事仗义的人力车夫阿文，还有深

藏不露的爷叔，这些小人物的质朴温情充满市井

社会的烟火气。

日军对闸北区进行疯狂轰炸，市民死伤无数。

大家一起抢救伤员，阿文用黄包车运送伤员，魏若

来想带幸存的邻居去租界暂避一时，周姨坚持要留

在七宝街救助伤员。房子烧了炸了，周姨没有气

馁。政府发行的建设库券因为“大姐”和虞世清的

暗中操控而爆雷了，后来阿文跳楼了，周姨疯了，无

数人倾家荡产。

沈图南来到苏区，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最终理

解了徒弟魏若来和妹妹沈近真的坚持。

《追风者》在平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基

础上，注入了人文元素，让红色故事焕发了新的时

代价值。

金融谍战风云下的青年成长
□ 方仕成

从《潜伏》《伪装者》到《风声》《风筝》，作为国

产电视剧中的一个独特类型，谍战剧受到了国人

的喜爱。谍战剧常以紧张的结构、扣人心弦的剧

情设计和错综复杂的角色关系吸引观众，但这样

鲜明的类型特征也让谍战剧的创作成了“戴着镣

铐跳舞”。《追风者》突破了这重桎梏，对激烈紧张

的传统枪战与间谍接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弱化，

继而把故事的笔墨更多地集中于人物在时代洪流

中的挣扎与成长。

剧中有两条主线，一是以国民党央行为主要

战场的金融斗争，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这两条线索一明一暗共同绘制出 20 世

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画卷。作为这两条线索的重

要交汇点，魏若来的成长故事成了剧情核心。初

到上海，他凭借出众的天赋、非凡的胆识与勇气进

入央行工作，然而越是靠近风暴中心，魏若来越是

发现，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环境的“他

塑”，引发了魏若来的问道之旅、觉醒之路，踏上了

“自塑”的新征程。

或许，《追风者》也可以成为一粒种子，种在当

下青年观众的心中，在未来开成美丽的花。

跟着剧情品江西
□ 万雪萍

魏若来一出场便介绍自己是吉安人，紧接着

是一段超燃超热血的台词“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

地，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

界的经济良田……”随着《追风者》的火爆，江西元

素频频霸屏，惊艳全国。该剧还引发了一个独特

的“追风效应”——去江西看看。

魏若来初闯社会，就遇到了帮会的江西老乡

良叔，他的随口一句“江西菜是真的辣啊”，便让观

众对江西菜心生好奇。

因为是江西吉安人，魏若去央行应聘，屡屡受

挫。吉安打了大胜仗，活捉了张辉瓒，剧中的上海

联络站负责人徐诺异常高兴地吟诵了“二十万军

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

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绵延不绝的山脉和绿浪浩瀚的茶园拉开了觉醒

青年们来到江西的序幕，观众也随之一起走进了这

片神奇的土地：庐山、三清山、龙虎山、井冈山……这

些都变成了剧情的“背景板”。

魏若来当初离开家乡是因为山区的闭塞和贫

困 ，兜 了 一 圈 再 回 来 是 因 为 苏 区 建 设 和 理 想 信

念。这些有志青年为发展苏区经济，壮大红色金

融，巩固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魏若来说“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沈近真说“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沈图

南说“赣州有很多山而且景色很好”“我们可能会

玩很久”；当剧情围绕赣州城发展时，数次出现了

见证赣南历史变迁的涌金门；剧中反复提及的三

江口是商品集散地，江口贸易分局交易处码头被

誉为中央苏区“第一海关”；剧尾，红军二万五千里

长征从赣南出发，《十送红军》响彻耳畔……丰富

的江西元素，让观众重新认识了这片红土地。

看见真实的她们
□ 张昊霖

电视剧《追风者》创新了叙事策略，将革命故

事年轻化表达，通过青年的成长折射时代风云。

尤为可贵的是，塑造了更为真实、多元的女性形

象。剧中沈近真、牛春苗等女性，精神自由独立，

有着自己特有的故事线。出身名门的沈近真是兵

工厂的高级工程师，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情报

站人员。她心系家国，信念坚定，为了理想甘于牺

牲。和魏若来一样来自吉安农村的牛春苗，性格

大大咧咧，她和沈近真一样聪明且有胆识，人物一

出场就是在车站帮路人抢回被小偷偷走的钱，还

机智地拉住警察防止小偷找自己麻烦。此外，剧

中还塑造了房东太太周姨、苏辞书、舞女宋美娟等

女性角色。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

绵绵（介支个）秋风寒……”剧作结尾，魏若来再次离

开了故土，坚定地追着风前行。今年是红军长征出

发 90周年。一批批和魏若来一样的追风者，站在了

新时代的路口，续写着踏浪扬帆的新篇章。

“风”从何处来
□ 刘佳惠子

微评论

热血追风热血追风，，家国为上家国为上
□ 翁良平

来江西来江西来江西“““追风追风追风”””

特 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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