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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晚红

路海波

18 年前，以人与导盲犬的真实故

事为主题的小说《再见了，可鲁》在日

本出版，8个月内13次刷新销售记录，

可鲁被称为“21 世纪最赚眼泪的小

狗”；15 年前，日本电影《导盲犬小 Q》

上映，感动了1亿亚洲观众，并创下22

亿日元的票房纪录；2019年9月20日，

改编自小说《再见了，可鲁》的国产导

盲犬题材电影《小 Q》，因主演任达华

意外受伤而将档期推迟两个月后，终

于与观众见面。作为一部“自带IP”的

改编电影，如何将角色、故事、情感本

土化，如何在原著和原版电影之外呈

现出新意，如何让观众在感动之余还

能有不一样的收获，这可能是本片面

临的最大挑战。从市场表现看，《小

Q》首日票房近2800万（含点映），并连

续多日占据票房第一的成绩，最终票

房 1 亿多元，刷新国产动物题材电影

的最高市场纪录。应该说，《小 Q》交

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世界之大，人与人、人与动物、人

与自然之间有着无穷无尽的好故事。

自从 1943 年美国电影《灵犬莱西》上

映并被称为“首次将动物对人类的忠

诚搬上银幕”之作后，动物开始成为影

视剧的主角。作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人与狗的故事更是受到导演垂青，成

为最为热门的创作题材。近几年的电

影市场不乏宠物狗题材的影片，并曾

取得不俗的票房，比如美国电影《一条

狗的使命》，最终票房 6.06 亿，成为宠

物狗题材中的票房冠军，其口碑甚至

带动《一条狗的使命 2》也获得了 1.96

亿的高票房，尽管部分观众认为有狗

尾续貂之嫌。可见，一方面，此类题材

有其忠实和稳定的观众群，这是票房

的基础；另一方面，同为地球村的村

民，人与动物相互依存，很多动物题材

电影中的人文情怀和情感诉求是普世

的，可以带给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群

体情感上的共鸣。

责任：为人生导航

说到狗，人类对它们的评价离不

开：忠诚、友爱，在关于爱与忠诚的影

片中，最经典的当然是 1987 年的日本

电影《忠犬八公物语》，那个在地铁口

痴等主人若干年直至最后死去的秋田

犬八公，在 2009 年被好莱坞翻拍后，

可以说它的痴痴等待感动了全球。

虽然《小Q》的宣传海报也把爱与

忠诚作为影片主题与情感诉求点来表

现，但《小 Q》与《忠犬八公的故事》、

《一条狗的使命》等最大的不同在于，

上述电影中的主角都是宠物狗，在相

互陪伴中成为家庭一员，并带来有关

忠诚友爱的催泪故事。而小Q不仅最

终成为主人公李宝庭的朋友、家人、傻

闺女，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经历了严

格的职业培训，有着自己的工作职责，

并终其一生为人类工作的导盲犬。

导盲犬，就是盲人的眼睛，它全部

的工作就是帮助盲人。片中主人公李

宝庭是一个性格略带偏执的单身中年

男人，曾经作为一位金牌糕点师在职

场辉煌过，却因为眼疾逐渐失去了光

明，一起失去的还有他对生活的信

心。身边亲朋好友都容忍着他的坏脾

气，尽力照顾他体谅他，却无法打开他

封闭的心门。最终帮他走出人生困境

的，是一只素昧平生的导盲犬小Q。

是责任让小 Q 与李宝庭相遇相

识，并生活在了一起。对小Q来说，它

对自己的主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都

别无选择，为李宝庭导盲是小 Q 必须

承担的责任与使命。于是，小 Q 即使

被扫地出门还是痴痴盯着楼上主人卧

室的窗户不离不弃，即使被卸下导盲

鞍并给予了“我没的选择，你可以”的

自由却还是一步步继续跟着李宝庭，

即使李宝庭去美国治病后回到了第一

个小主人友爱的家，却还是跑到公园

长椅边等待。作为一条导盲犬，小 Q

尽职尽责，不仅为李宝庭指引道路，甚

至为他的人生导航。

就像爱是相互的一样，责任也是

相互的，小 Q 承担了为李宝庭导盲的

责任，而李宝庭必须承担照顾小 Q 的

责任，正如他所说“铲屎铲尿这就是我

的新生活，跟着我就是你的新生活”。

能够承担责任意味着他逐渐打开了心

门，小Q最终成为他的家人，新生活渐

渐被爱与温暖包围。

狗的身份的不同，带来了比忠诚

友爱更加丰富和厚重的主题，使得《小

Q》更具备了社会意义和传播价值。

很多观众都站着看完了片末的纪实采

访段落，其中被采访的视障人士对自

己的导盲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谢谢你！导盲犬给视障人群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帮助，然而我国 1700 万视障

人群中，导盲犬却只有不足 200 只。

而且，导盲犬在社会中的被接受度依

然不高。当观影结束，有观众喊出“我

愿意与导盲犬同行”的口号后，相信影

片的主创一定会感到欣慰。

温情：与真实世界的距离

《小Q》着力展现的是一条导盲犬

的一生，这一生有原生家庭与妈妈和

姐妹的告别，有与寄养家庭亲人般的

难舍难分，也有与配对成功的新主人

李宝庭的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片中

的很多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女孩

与两只小狗的桃园三结义，小 Q 偷偷

将玩具棒球藏起来作为对主人的念

想，终于等来主人后最后一次套上导

盲鞍，已经老去的一人一狗慢慢走在

夜色中香港繁华闹市的狭窄街头……

尽管与小狗演对手戏使表演的难度系

数增加，但任达华的表现可圈可点，这

与他提前与小狗演员共同生活三周、

提前两个月到盲人学校观察体验、每

次拍戏都要戴上特制的隐形眼镜分不

开，一个团队的创作态度是粗制滥造

还是精耕细作，观众能够看得出来。

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开始，就会

有观众被小 Q 的宠萌打动，因而影片

被贴上了温情和治愈的标签。这是影

片的优点，也是缺点。片中看不到香

港高企房价下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看

不到盲人生存的艰难，所有的社会冲

突、民生艰辛被角色的光鲜亮丽和满

满的爱心淡化到无，唯一的对立面是

狗肉节和狗贩子，现实生活被简单化，

真实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被弱化，一些

情节过于温情甚至有些煽情。这使得

人与动物的感情变得更纯粹、更有冲

击力，却也使得一些段落显得更理想

化，或者说更远离现实。

当然，另一方面，从生活的营营

役役和一地鸡毛中抽离出来，在大银

幕上简单美好一把，获得一种精神上

的愉悦，再振作精神重返人生战场，

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所谓治愈大致

如此吧。

另一种生命的影像呈现

动物题材的电影通过展现与人类

和谐共处的另一种生命状态,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生命、自然和环

境的全新视角，也带给我们对人与动

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再思考。这种

思考不仅来自于故事的冲突，细节的

展现，还来自于影片的影像表达。在

《小 Q》中，与主题相呼应的唯美画面

表现了影片的审美取向。当李宝庭真

正接纳小 Q 后，他牵着小 Q 在如茵绿

草上奔跑，曾经阴云密布的脸上笑容

灿烂，成为片中最美的画面。这一郊

野公园在片中多次出现，李宝庭和小

Q 躺在草地上嬉戏，满天繁星下与小

Q在河边露营，小Q生病后，同样已是

老人的李宝庭背着他回到这里，最后

一次让它与其它狗狗在草地上一起玩

耍，画面中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

之美让人感觉到生命的美好，感受到

对动物这一另类生命的尊重以及对我

们生存的大自然的尊重。在美中感受

人生，感受传统东方文化中“天人合

一”的精神，进而感受到影片的审美价

值和生态价值。

当然，如果说这体现出了中国式

动物题材电影创作的美学走向和影像

风格，还为时过早。当下我国此类题

材电影的创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较为

成熟的动物题材创作主要是在法国、

美国和日本。法国导演在拍摄动物题

材纪录片方面匠心独运，雅克·贝汉的

《微观世界》、《迁徙的鸟》等已经成为

里程碑式的作品。动物主题的剧情片

以美、日为主，大多以宠物为主角。美

国的宠物电影如《101 斑点狗》、《猫狗

大战》等较为商业化，一个个或离奇或

温情或幽默的故事，成为票房的保

证。与之相比，以《导盲犬小 Q》为代

表的日本电影以其平实朴素的镜头语

言、精良的制作和东方文化特有的细

腻和含蓄，形成一种独特的电影表达

方式。

作为一种边缘题材，中国式的动

物题材电影还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多元

化的生产，有了相当的创作积累、观众

培养和成熟的市场，才能渐成一派，形

成自己的动物题材电影风格。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由何冀平编剧，黄建新监制并

导演，宁海强导演，唐国强、刘劲、刘

之冰、黄景瑜、王丽坤、王健等主演

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决胜时

刻》日前在北京首映大获成功。在

映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博纳影业总

裁于冬和影片监制及导演之一的黄

建新，都特别提到编剧何冀平此次

创作的剧本极有特色，无论是故事

大纲还是完成剧本，都是一次性通

过。而剧本最大的特点，是让平凡

的小人物和伟大的革命领袖在重大

革命历史事件中并肩而行，并驾齐

驱，各显特色。

剧中不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

革命领袖的形象熠熠生辉。卫士队

长陈有富、新华电台播音员孟予、毛

主席 16 岁的小卫士田二桥等小人物

的形象也无不栩栩如生。此前，中

新社记者曾就香港抗战电影《明月

几时有》的创作过程采访何冀平，在

问到何冀平为什么在革命历史题材

影片中如此重视平凡小人物的刻画

时，何冀平曾回答说，“我看了大量

的资料、文献、故事很多，但是最终

让我感觉到这个故事有了灵魂的时

刻，是采访几位人物原型的过程中，

那些真实的人给予我的冲击。我领

悟到不管多伟大的历史，都是由一

个一个的普通人来完成的。这种亲

身的采访，让我找到作品的灵魂”。

而何冀平反复强调，电影故事

的灵魂，电影创作的中心，就是“人

物，所有的中心就是人物”。此次创

作《决胜时刻》，故事的背景所涉及

的这段重大革命历史，作为业界和

观众都已经非常熟悉的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以往已被人们多次表现过，

这次能否拍出新意，作为一度创作

的电影剧本，无疑非常关键。而何

冀平与其后的导演及其他主创们，

显然是心有灵犀。她的确是另辟蹊

径，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既有大格

局、又有新创意的一剧之本。

如前所述，《决胜时刻》最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尽管这是一部反映

新中国建国前夕的国共和谈、解放

战争决战、和谈破裂后解放军百万

雄师过大江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

片，全片格局宏大，是一部融战争元

素、谍战元素、动作元素和爱情元素

为一体的宏大叙事电影。但正如编

剧何冀平所说，这部电影有以往这

类宏大叙事电影不一样的格调。这

个格调就是在聚焦革命伟人宏大历

史叙事的同时，在宏伟历史的呼吸

脉动之间，植入普通人和小人物的

基因血脉和生命肌理。在此，我们

可称之为，《决胜时刻》这部电影是

打上了普通人底色的宏大叙事，是

一部特别接地气，充满平民气息和

亲和感的宏大叙事影片。

今年已近 70 岁高龄的何冀平被

业内后学称为“编剧女神”。在香港

影视界她更有“救火队员”之称。意

为她经常临危受命，在紧迫时刻接

受并按时完成剧本高质量的创作任

务 。 何 冀 平 于 2018 年 9 月 底 接 受

《决胜时刻》的创作任务。当时的背

景是，出品方已根据她接受任务的

时间节点制定了电影公映的倒计

时。也就是说，2019 年 9 月此片必须

公映。真可谓俗话说的时间紧、任

务重。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在做出拍

摄这部影片的决定后，为谁来编剧

一事曾倍感焦虑。他求助于著名电

影策划大师张和平。曾任北京人艺

院长的张和平第一个想到的编剧人

选就是何冀平，认为要想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为国庆七十周年献礼大

片《决胜时刻》拿出一部优秀的一剧

之本，编剧非何冀平莫属。而答应

了张和平之请的何冀平也确实不负

众望，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她完

成了搜集、研读几百万字资料、确立

创作思路、拿出故事大纲和最终完

成剧本的紧张工作。其中一多半以

上的时间，主要是用来研读资料和

琢磨创作思路的。

何冀平是一位戏剧、戏曲、电影

电视剧多栖作家，她艺术功力深厚，

许多作品脍炙人口，流传极广。如

话剧《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

《好运大厦》、《西楚霸王》；电影《新龙

门客栈》、《投名状》、《龙门飞甲》、《明

月几时有》、《邪不压正》；电视剧《新

白娘子传奇》、《天下第一楼》等等。

上述名作中，包括了历史剧和革命历

史题材作品。纵观何冀平的作品，不

难发现其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尊重

创作的艺术规律，尊重观众。她深谙

尊重观众、洞悉人心、创作鲜活的人

物形象是创作的第一要务。

在前年由她编剧的庆祝香港回

归、反映港人抗战历史、掩护茅盾等

革命作家免遭日寇迫害的影片《明

月几时有》中，她刻画的那对虽然道

不同，但母女情深，最终在抗敌大局

上殊途同归的母女形象就非常感

人，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此次何冀平在创作《决胜时刻》

的剧本时，针对这是一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片的任

务性质，考虑到 70 年国庆的全民庆

典观影氛围，她感到这部影片应该

具有针对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全民代

入感。所以，电影故事中的人物关

系设置，除了这段特定重大革命历

史中必须而且也应该浓墨重彩刻画

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

形象之外，还必须要有生动的性格

化的普通人形象。而且要在领袖和

平民形象之间构建非常自然的人物

关系。这部电影不仅应该让较年长

的观众喜欢，而且也应该让更年轻

的观众喜欢，让年轻的观众由喜欢

这部电影进而受到一次重要的爱国

主义教育，坚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信念。

为此，电影人物谱系中也应该

设置能与当代年轻观众进行心灵对

话和情感互动的青年人物形象。何

冀平说，其实从史实看，《决胜时刻》

故事题材本身也提供了将伟人和普

通人的生命历程合二为一的可能

性。1949 年初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机关迁到北京西山双清别墅后国民

党特务处心积虑的暗杀企图从未停

息。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当时对

中央决策机关和革命领袖的保护任

务成为头等大事。

据此，何冀平精心设计了与毛

主席有天然接触关系的警卫队长陈

有富、16 岁小卫士田二桥以及新华

电台播音员孟予等三个普通青年人

与毛主席情感互动的桥段和众多情

感细节。其中，毛主席为警卫队长

陈有富和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孟予

的恋爱牵线搭桥的桥段，毛主席批

准田二桥回家探视生病父亲的桥

段，以及田二桥牺牲后毛主席看着

田二桥带血的遗书和遗像潸然泪下

的细节，都让人非常感动。与小女

儿李讷嬉戏的桥段等，也成为挖掘

和渲染伟人丰富的普通人情感世界

的另一个重要亮点。

这样，《决战时刻》就在紧张刺

激的反特战、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惨

烈战争场面、唇枪舌战的国共和谈

桌上等宏大叙事框架里，巧妙而自

然地将普通人的命运与历史大事件

浑然一体地扭合在了一起。

以陈有富、田二桥以及不仅献

出自家渔船还不避危险亲身参与渡

江战役的田二桥父亲等普通人的命

运轨迹作为电影《决胜时刻》宏大历

史叙事的底色，不仅是一种历史认

知态度，是一种创作技巧，更是一种

超越了普通叙事层面的历史象征。

这种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象

征，更是电影《决胜时刻》的高明之

处。它昭示了 70 年前的那场决胜之

战背后的人心向背问题。

众所周知，三大战役之后的国

共和谈，是和平解决中国命运和民

族前途问题的最后一丝希望。和谈

破裂，则归因于国民党反动派希望

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企图的

破产。而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

战役的壮举，则是对濒临绝境的国

民党反动政权的最后一击。纵观整

个 解 放 战 争 ，是 一 次 人 民 解 放 战

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在

官僚资本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等三座

大山压迫下被奴役被剥削的中国人

民解放出来的人民解放战争。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来自人民，是

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怕牺牲，流

血奋斗。所以它才始终因为有了人

民的支持才能从胜利不断走向胜

利。

《决胜时刻》中塑造的田二桥和

他的父亲的形象，就是这一伟大历

史的代表和象征。因此，田二桥和

他父亲的形象的塑造，其意义远超

于他们作为艺术形象的个体自身，

他们同陈有富、孟予等其他普通战

士的形象一起，赋予了《决胜时刻》

这部影片更为重大的思想意义：它

将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合二为一，

既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

解放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昭示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

同时也强调了，“人民，只有人民，才

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邓小

平所指出的“群众是我们的力量的

源泉”的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决胜时

刻》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银

幕表达上有了非凡的突破，是毫不

为过的。

（作者为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

《小Q》：
呈现另类生命的和谐图景

平民底色的宏大叙事
——评电影《决胜时刻》兼谈何冀平的编剧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