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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专访《决胜时刻》编剧何冀平：

从京剧里找灵感
从史料中找戏味

自《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

定》、《国家电影局关于开展点播影院、

点播院线试点工作的通知》、《点播影院

暂行技术规范》、《跨省点播院线审批服

务指南》发布以来，点播影院备受行业

关注，相关工作陆续启动。近日首批两

家点播影院系统和设备（安全级别3）通

过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检

测，标志着符合《点播影院暂行技术规

范》中较高安全级别的点播影院系统和

设备即将进入市场。以此为契机，电影

行业应加快引导推进点播影院系统和

设备安全等级逐步提升，以自主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点播影院健康可

持续发展。

一、点播影院发展要统筹质量、安

全和效益，以自主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为

基本准则与实施推进目标，走中国特色

点播影院发展道路

自主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

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目标与重中之重，

是中国电影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推进电

影强国建设的根本保障。点播影院作

为电影产业多元化、差异化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统筹视听质量、观影体验、

内容安全、版权保护、产业效益等关键

要素，积极推动点播影院系统和设备的

国产化研制，坚守视听质量生命线和安

全版权保护底线，持续探索推进中国特

色点播影院发展道路。

二、具有较高安全级别的点播影院

系统和设备具备更强生命力，符合新时

代电影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需求，应大

力推广应用

内容安全和版权保护是电影行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顺应电

影主管部门关于点播影院“纳入管理、

规范经营、保证质量、打击盗版”的指导

思想，《点播影院暂行技术规范》按照安

全性从低到高的原则，针对点播影院系

统和设备制定了四个不同的安全级别

（1 级～4 级）：安全级别 1 为存量过渡

级，自定义影片发行格式，具备必要安

全防护措施，无数字水印要求；安全级

别 2为兼容引导级，影片发行格式参照

专业影院，具备必要安全防护措施，无

数字水印要求；安全级别 3为国产加强

级，影片发行格式参照专业影院，且要

求采用较高强度安全防护措施，播出时

须嵌入数字水印以追溯盗版；安全级别

4 为专业影院级，安全性符合 DCI 系统

规范安全认证要求。具有较高安全级

别的点播影院系统和设备更加注重内

容安全和版权保护，更具持久性和生命

力，符合新时代中国电影产业提质升级

的发展需求，可有力促进点播影院行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未来此类系统和设备

的比重将不断加大。

三、存量过渡级、兼容引导级点播影

院系统和设备应坚守安全版权保护底

线，加快向更高安全级别设备发展演进

具有较低安全级别的点播影院系

统和设备由于安全强度和版权保护水

平较低，更易发生盗版，不利于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应加快实施技术升级改

造，同时要始终坚守安全版权保护底

线。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作为《点

播影院暂行技术规范》牵头起草单位，

针对安全级别1和安全级别2的点播影

院系统和设备，专门研究制定了安全措

施有效性技术要求，以服务行业实施安

全检测认证。总之，要统筹内容安全、

版权保护和系统成本，积极引导推进点

播影院系统和设备安全级别提升，促进

点播影院健康有序发展。

本报讯 9 月 9 日晚，电影《决胜时

刻》“聚青春力量，颂时代赞歌”首映礼

走进北京大学，剧组主创同北大学子们

一起重温了新中国成立前期那段峥嵘

岁月，感受了新中国缔造者们在历史时

刻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魅力。中共北京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卫东、中宣部

电影局副巡视员丁立、北京大学党委书

记邱水平、北京市教育工委副书记狄

涛、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宁出席首映

礼，影片出品方、发行方代表博纳影业

集团董事长于冬、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傅若清、影片导演、监制

黄建新及影片主创、主演参加了首映

礼。

9月 9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秋

收起义的纪念日，也是毛泽东逝世纪念

日。电影《决胜时刻》的出品方特地选

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回到毛主席

年轻时学习和生活过的学校——北京

大学，在北大百年讲堂里共同回望70年

前那个振奋人心的决胜时刻。

《决胜时刻》聚焦 194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多个重大历史瞬间，在刻

画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光辉形象的

同时，也描绘了热血澎湃的战争场面，

为不懈奋斗的革命前辈们谱写了一段

热烈赞歌，给新时代的国人一面不朽的

精神旗帜。作为博纳影业集团继《建军

大业》后推出的又一部史诗情怀巨制，

出品方希望电影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了

解并牢记那段历史。

据介绍，《决胜时刻》今年 3月在香

山开机，8 月底完成制作。整个创作的

周期十分紧张，但是主创团队包括艺术

总监张和平，监制导演黄建新，导演宁

海强以及所有演员在半年的时间里精

心打磨，奉献了一部精品电影，呈现出

一部格局宏大、内涵丰富、情感细腻的

电影佳作。将大人物与小人物，宏大场

面和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有

机的融合，情之所至感人至深，是一部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的作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了向

新中国献礼，博纳影业集团联手顶尖的

电影人和制作团队，倾情打造了“中国

骄傲三部曲”。第一部《烈火英雄》今年

8月 1日上映，影片用真实的场景、真实

的表演、真实还原了消防战士这一群体

在危险甚至死亡面前的英勇奋战，守护

国家、人民的职责使命，目前票房近 17
亿。电影《决胜时刻》是博纳影业集团

精心打造的“中国骄傲三部曲”的第二

部，接下来的国庆档，“中国骄傲三部

曲”的终篇《中国机长》也将与大家见

面，影片根据川航 3U8633 航班成功备

降的真实事件改编。

从“中国骄傲三部曲”谈到博纳影

业的创作特点，于冬表示，博纳影业一

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构建

中国价值、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打造中国电影精品、树立中国文化

自信。“未来我们依然会秉持初心、砥砺

前行，为繁荣中国电影市场，满足广大

观众高品位、高水准的观影需求做出应

有的、积极的贡献。”

（木夕）

采访过程中，何冀平跟记者复述了爷爷、奶奶

口中 1949年的北平：解放军睡大街、吃冻馒头，老

百姓自发地送来热水……“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何

冀平创作这个故事最大的情感共鸣。

《决胜时刻》首映
走进北大百年讲堂

以自主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支撑引领点播影院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电科动态》

不行你们赶紧换人，没时间了！

何冀平是业界有名的“金牌”编

剧，以“不拖稿”、“能救火”见长，更是

为数不多的全能型作者，在话剧、电

影、电视剧、音乐剧、戏曲领域都不乏

代表作。此前的采访中，她曾表示，

“不挑题材类型，更看重合作伙伴。”

这次的《决胜时刻》，让“不挑活”

的何冀平也犹豫了。

2018 年 11 月，何冀平接到北京

人艺老院长张和平的电话后第一时

间飞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就开创作

会，“让我写一个关于双清别墅的故

事。”这是何冀平第一次创作关于开

国领袖的主旋律电影。

“我有些犹豫，因为涉及到领袖

人物，之前没有类似的创作经验。”简

单交流之后，何冀平给出了一个慎重

且负责任的答复，“我用最快的速度

看一些资料、出一稿千字大纲，如果

不行你们赶快换人，没时间了！”

之后的两周，何冀平集中观摩了

《建国大业》、《换了人间》等一批影像

资料。大纲出来延续了何冀平一贯

精于人物的创作风格，设计三个虚构

的小人物，从领袖和小人物两个维度

入手，再现1949“决胜时刻”。

“我想写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

从大人物和小人物的互动中写出人

物的新鲜感。”何冀平说，“准备大纲

的两周时间主要看了一些影视资料，

看的目的是不重复，重复就意味着没

有观众会进电影院！”

这稿大纲迅速点燃了整个创作

班底，一个不重复、有新鲜感的电影

开始酝酿。2018 年 12 月，何冀平交

出第一稿剧本，并全程跟组拍摄。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与《开国大典》、《建国大业》不

同，《决胜时刻》的故事从1949年3月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进

北平讲起。电影中，何冀平借国民党

和谈代表的口眼一语道破北平和南

京的差异：“这里人人笑容挂脸、容光

焕发，跟愁云惨淡的南京相比，真是

两个世界啊……”

何冀平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过

1949 年的北平，“北平不是根据地，

老百姓对解放军的了解不多，想迎接

又害怕，但解放军很快用行动扭转了

老百姓的疑虑。天很冷，解放军吃干

硬的冻馒头，三请三不入，绝不进百

姓家，很快就赢得了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何冀平

创作这个故事最大的情感共鸣。

写戏写人，写人的气息

《新龙门客栈》也好，《新白娘子

传奇》也好，何冀平的故事用笔都在

人物。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能做到人

物一出场就有戏。

“故事都大同小异，悲剧、喜剧

……人物非常要紧，京剧能够传承几

百年，故事你都知道为什么还要看？

看的就是人物。”何冀平写人，只要有

机会就一定要见见本人，哪怕不说

话、远远地看一眼，或者只是坐在旁

边感受他的气息。

“一举一动都能给我生动的感

受”，何冀平说，“这次不同，全靠看资

料，但我对人物的把握和追求没有

变！”

何冀平看了三大摞书，家里都是

书、书旁边是笔，看一句想一句，边看

书边联想。

“书是一种提示，但不能照着书

写，要创作、加工、改造，不然不就成

了纪录片了？”何冀平说。

她笔下的毛泽东幽默、智慧，会

陪女儿捉麻雀，教身边的工作人员谈

恋爱，能从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中看

到朝代兴亡的道理，也能用一句“为

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瞬间说服谈判

代表张治中。

从史料中找出有戏味

创作《明月几时有》何冀平看了

三米高的资料，创作《决胜时刻》何冀

平也有三大摞书。一些人物关系和

情节设计的精准出彩，让演了上百次

领袖的“老戏骨们”也拍案叫绝。

“时间很紧张，要看、也不能看太

多。”何冀平说，“看真实的资料，要从

中找出戏来，找出有戏味的东西，比

如张治中和周恩来是多年的老朋友，

张治中去过延安，我要挑最能表现这

种人物关系、又适合大银幕表演的史

实进行艺术的虚构。”

“赤壁一战乾坤转”

出自《群英会》

“毛主席喜欢京剧，我也喜欢京

剧。”何冀平说，于是电影中顺理成章

地设计了毛主席去戏院看《霸王别

姬》的情节。何冀平还向剧组推荐了

梅派青衣胡文阁出演片中的梅兰

芳。渡江战役中那句点题的“赤壁一

战乾坤转 东风送我第一船”也出自

京剧《群英会》。

“那天我正好在看 11 频道播放

的《群英会》，听到这句我眼前一亮，

马上联想到渡江战役，就放进去了。”

何冀平说，“解放军渡江时的风向是

西北风，船顶不上去，忽然间风向就

变了、鼓起风帆第一条船得以靠岸

……”

电影中蒋介石有一句台词，“只

要风向不变、共产党就过不了江！”何

冀平用这样的设计写蒋介石的挣扎、

不死心。

“人同此心，不到最后一刻总觉

得还有希望，蒋介石是这样、李宗仁

也是这样。”何冀平说。

好戏是成就，

编剧和导演互相成就

《决胜时刻》有一场戏，五大常委

在一起，任弼时拉起了小提琴，情到

深处闪回长征等历史片段。这个让

无数观众泪目的情节，源于何冀平和

黄建新的“1+1>2”。
彼时电影需要一段表现五大常

委关系的戏，黄建新跟何冀平要故事。

何冀平从任弼时重病、喜欢小提

琴的细节入手，设计了任弼时用小提

琴跟其余四位常委告别的情节。黄

建新在这个情节设计的基础上，闪回

了长征等革命征程，人物、人物当下

的命运、人物过往的经历和历史大背

景以电影独有的方式集中爆发，瞬间

达到情感高潮。

“当时需要一场表现五大常委关

系的戏，于是创作了任弼时重病告

别，这里没有处理得太伤感，但是很

感人。”何冀平说，“导演和编剧是互

补的，我很感谢黄建新导演在文学基

础上的锦上添花，好戏是编剧和导演

互相成就。”

第一遍看台词

第二遍看潜台词

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

么失败？兴亡背后的道理，是《决胜

时刻》的戏眼。何冀平把戏埋得很

深，乍一看不觉得，回头看经得起推

敲、耐得住咂摸。第一遍看台词、第

二遍看潜台词。

电影中，李宗仁的戏份不多，视

察江阴防线一路只问了三个问题：问

戴戎光的出身、问孩子兵的占比、问

英国军舰。三问写出了国民党必然

失败，共产党必将胜利的道理。

李宗仁视察江防，偏偏江阴要塞

少将司令戴戎光迟到。李宗仁用矛

盾的心情质问了一句“你是黄埔的？”

戴戎光尴尬不答。

“戏到这里，需要一句简短而有

力量的台词，戴戎光对李宗仁的怠慢

点破了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

盾。”何冀平说。

小人物让结局不一样

何冀平看重故事的结尾，有时候

故事写好了，迟迟不肯结尾，比如《天

下第一楼》。《决胜时刻》是一个沿着

历史轨迹行走的故事，和谈、渡江、新

政协会议、开国大典……没有悬念的

结尾如何写出新意？

何冀平的方法是加入小人物的

新鲜视角，开国大典顺利举行，陈有

富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孟予完成了重

要的播音，这些年轻人带观众用他们

的眼睛看开国大典，看历史，看多少

人、多少付出和心血才赢得这一天的

辉煌……

“包括田二桥的牺牲，每个人物

的结局都不一样，他们一起构成了这

个故事的新意。”何冀平说。

《决胜时刻》讲述的是1949年党中央领导人进驻北京

香山，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千钧一发之际，全力筹划新中国

成立的故事。这段故事，历史走了八个月，电影从剧本到

上映历时九个月。

接到创作邀约后，编剧何冀平用两周完成了大纲，又

用一个月完成剧本初稿。导演黄建新曾表示，这是“一部

用命拼出来的电影，完全超出了电影工业和电影制作的一

般规律”。

虚构的小人物写出了故事的新鲜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