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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
也是何冀平隨家遷居香港的第

三十個年頭。在事業如日中天時選
擇離開北京，何冀平又在陌生的香
港聲名鵲起，話劇、電影、電視劇、
音樂劇、戲曲創作全面開花，高產多
元又保持水準。她說，北京給了她傳
統文化的根基，寫作話劇讓她打下扎
實的底子，而香港包容、多元、開放
的文化開闊了她的眼界，「為什麼我寫
的東西和別人不一樣？這是和香港三十
年生活分不開的。可以說，當年若不來
香港，就沒有如今的成績。」
上世紀九十年代，何冀平從與徐克合
作的《新龍門客棧》開始，影視劇的新
天地漸次打開，《黃飛鴻》、《新白娘子
傳奇》、《楚留香》、《龍門飛甲》、
《投名狀》、《明月幾時有》、《邪不壓
正》等享譽華語影視界的作品，都有她的
編劇參與。多年來，何冀平和香港影圈的
同行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和私人友情，她欣
賞香港影人的專業、效率，也感佩他們的愛
國感情，「香港這麼商業化的地方，香港導
演還是拍了不少主旋律、正能量的電影，像
徐克的《智取威虎山》、陳可辛的《中國合
夥人》及《中國女排》、林超賢的《湄公河
行動》、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劉偉強
的《中國機長》、陳國富的《烈火英
雄》……太多太多了。他們當然有一顆『中
國心』。」

首次試水創作主旋律電影
近日一個北京初秋的夜晚，北京大學百年
講堂，北京市委宣傳部、博納影業聯手頂尖
編、導、演製作團隊推出的國慶七十年獻禮
巨製《決勝時刻》在這裡盛大首映。室外大
雨滂沱，室內擠滿了兩千多張年輕興奮的面
孔。一百三十分鐘的劇長，主要講述1949
年黎明之前的最後決戰，毛澤東率領中共中
央從河北西柏坡進駐北平香山，以雙清別墅
為原點，徐徐展開國共和談、渡江戰役、制
定經濟政策、籌備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等建
國前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儘管有着厚重的紅色基底，但電影卻用十
分年輕化的表達方式，罕見地表現了激烈政
治交鋒之外，生活中的毛澤東為人父、為人
友的一面，比如與小孩捕捉麻雀，助攻警衛
員處對象，與戰士們同吃老北京小吃，真實
可觸，共鳴感強。屏幕下的年輕觀眾為劇情
中的逗趣玩笑開懷，也為紅旗下不倒的烈士
流淚，一起重溫激情燃燒的歲月，遙望那個
有情懷、有理想、有奉獻精神的年代。
「這是我第一次試水主旋律電影的創作，
也是於情於理都不容自己推卻的任務。」何
冀平在北京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接
到《決勝時刻》創作邀請，非常突然。那是
去年十一月，身在香港的她接到著名製作人
張和平來電，說要搞一個有關香山雙清別墅
的國慶獻禮影片，趕緊來北京！
「當時真是空空兩手，一無所有！」何冀
平回憶，時間已經十一月了，而且製片方已
經定下第二年九月上映的「鐵線」，連頭帶
尾不足十個月，堪稱十萬火急。這麼一部有
意義的影片，何冀平知道不可推辭。
拍一部電影千頭萬緒，物色演員、聯繫外
景地、準備道具、組織製作團隊……但千軍
萬馬，都先等着她的劇本呢。元旦、春節，
舉家團圓休息的日子，她只能像個被抽的陀
螺，不停地轉。查找資料，包括書籍、有關
盤片、博納公司提供的資料等，數百萬字，
摞起來總有一米高，然後再梳理出香山這段

歷史的脈絡和豐富細節。十天，她
拿出了大綱，張和平和博納老總于冬、監
製導演黃建新一看，拍板，充滿新意，就
是它！四個月，洋洋灑灑三萬字的劇本經
過層層審批、定稿。劇本如同一團火，燃
起整個製作團隊的熱情。

香港效率練就「十八般武藝」
「任務很急迫，但我心裡有底。過去那

些年，這種事情實在太多了。」在海峽兩
岸暨香港的劇作圈內，何冀平素有「救火
隊長」之稱，別人寫不了、寫不完、拍不
下去的本子，找她就對了。對此，她笑
言，這是高效率的香港速度以及成熟商業
運作練就了她的「十八般武藝」。
上世紀八十年代，何冀平為了和家人團

聚，在內地事業風頭正盛之際做出離京赴
港的決定，選擇在香港從頭開始。初到香
港，有人問她，你寫《天下第一樓》用了
多久？她回答，三年。對方直言，這樣的
話，在香港你會餓死。果不其然，很快何
冀平就領略到了「香港速度」：1991年，
北京人藝赴港演出《天下第一樓》，名導
徐克也在觀眾席中，幕落後他連夜找何冀
平，邀其一同創作電影《新龍門客棧》。
先是要求一個月交稿，臨期又說要把演員
林青霞加進去，要把「兩男一女」的故事
改成「兩女一男」的版本，她一周內完
成。
最後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自此也走進

香港影視圈——一個快節奏、商業氣息濃
厚的行業。類似情形此後一再重現，直到
《新白娘子傳奇》臨時加了二十集，何冀
平一天寫一集，用傳真機一張張傳到拍攝
現場。從語言不通到創作粵語版劇本，手
裡時常有三個劇本同時進行，那些年，她
各種題材的劇本都寫過，只要找來的，她
覺得可以做的，沒有挑剔。這鍛煉了她的
本事和能力。

主旋律電影同樣打動觀眾
《決勝時刻》這樣的重大歷史題材的

「主旋律影片」，何冀平沒有寫過；也正
因為這樣，她沒有「套路」，反而平添了
很多新的想法。她說，此次電影故事創作
使用了春秋筆法，希望見微知著，用生動
鮮活的細節表現宏大題材，為此她新創、
塑造了三個小人物，包括保衛毛澤東的便
衣警衛、北平新華廣播電台的女播音員、

一個十六歲的小戰士，「雖然是虛構的，但
卻都帶着那個時代對應人物的影子，年輕人
和毛主席之間發生直接關連。」
何冀平談到，歷史題材的創作，所謂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為展現一個更
接地氣、更有人情味的毛澤東形象，除了嚴
肅的政治事件，她也加入很多細節，比如到
戲院後台跟梅蘭芳見面、在街頭品嚐北京小
吃、教警衛員如何給對象寫情詩，為兩個年
輕人牽線……「這些有的有藝術想像的成
分，有的是真實的，我確實查到過毛主席吃
北京小吃的記錄。」
在火光漫天的戰爭畫面與平實生動的日常

點滴不斷的切換中，一段七十年前的燃情歲
月就這樣穿越時光而來。首映禮現場，年輕
的北大學子為氣勢恢宏的歷史時刻深深震
撼，也為領袖和民眾的輕鬆互動會心大笑，
更為烈火包裹的「忠魂」、紅旗下不倒的烈
士淚流滿面。對此，何冀平說：「和別的好
的文藝作品一樣，主旋律電影必須首先打動
觀眾，然後再從中讓他們感受一些道理。」

這部主旋律影片受到年輕人青睞的另一個
原因是，有着超強的明星陣容，老中青三代
演員以自己的專業和敬業向先輩致敬。唐國
強已經累計出演毛澤東四十餘次，這次則呈
現了一個更溫情、幽默、接地氣的領袖形
象；濮存昕飾演的李宗仁，性格鮮明，為了
更加形神兼備，他特意去醫院做一個牙托
（因為李宗仁嘴有點凸）。新生代們也表現
不俗：黃景瑜飾演的警衛員陳有富，用赤子
之心保衛領袖；王麗坤扮演的播音員孟予，
用清亮的嗓音讚頌民族新生；杜江扮演的三
團長，用無畏的勇氣捍衛國家尊嚴；馬天宇
扮演的戰地記者，則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無
數足夠載入史冊的瞬間……
值得一提的是，何冀平的先生——鳳凰衛
視著名主持人程治平也在此片中首次「觸
電」，而且飾演的是他的父親——著名民主
愛國人士程思遠，她對先生的電影「處女
秀」感到滿意：「六十多歲的兒子演時年四
十一歲的父親，這個很少見，也有點難度。
算是對父親最好的紀念吧。」

對於打上「又紅又專」標籤的主旋律電影，總不免讓人困惑：講歷史故

事的獻禮片會有什麼看點？是不是充斥空洞說教？能吸引年輕人走進電影

院嗎？ 共和國七十周年華誕之際，史詩大片《決勝時刻》打破了觀眾對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常規認知，展現了一個更接地氣、更有人情味的

毛澤東，並塑造了幾名與毛澤東有關聯的年輕人形象，以生動細節表現宏

大題材。這部電影的編劇是享譽華人劇（影）壇的「大

咖」何冀平。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何冀平是許鞍華電影《明月幾時有》
的編劇，這部電影首次將抗戰時期香港東
江縱隊的抗敵故事搬上銀幕。何冀平回憶
說，當年她和許鞍華導演搜集的資料，摞
起來有三米高，還實地走訪了當年香港東
江游擊隊還在世的老人，那些老人仍卑微
簡單地活着。然而，這樣的題材剛開始並
沒有找到投資，但許鞍華沒有放棄，矢言
就算自己掏錢，也要拍。2014年她找到
博納的于冬談成了這部電影的合作，隨後

用了兩年時間做籌備，當年緊急營救躲避
在香港的八百多名文化人士脫離日本控制
的歷史，過了七十多年，終於重現在銀幕
上。《明月幾時有》的劇尾，在皎潔的月
光下，劉黑仔帶着對方蘭的承諾乘船遠
去，香江數十載的往事淹沒於滄海橫流
中，鏡頭拉開，是維多利亞港灣燈火闌珊
的美麗香港。然而烽火時代裡那些已經被
遺忘的平民英雄的隱忍與偉大，卻一直沒
有被香港的影人所忘記。

《明月幾時有》講香港人的故事

■■何冀平何冀平（（右二右二））探班探班《《決勝時刻決勝時刻》》劇組劇組。。

■■何冀平在北京何冀平在北京。。

■■何冀平何冀平（（右一右一））和和《《決勝時刻決勝時刻》》的主創合影的主創合影。。

■■何冀平和先生何冀平和先生——鳳凰鳳凰
衛視著名主持人程治平衛視著名主持人程治平。。

■■何冀平的先生程治平何冀平的先生程治平（（左一左一））在在《《決決
勝時刻勝時刻》》飾演程思遠飾演程思遠，，和李宗仁飾演者和李宗仁飾演者
濮存昕濮存昕（（中中）、）、白崇禧飾演者高曙光合白崇禧飾演者高曙光合
影影。。

■■《《決勝時刻決勝時刻》》海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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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冀平在劇組何冀平在劇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