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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愛國知識分子，程治平何冀平夫婦擁有在港京兩
地成長生活的經歷。他們表示，回看兩地這些年改

變，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下國家的發展快速，從扶貧脫
貧的成果，對新冠疫情的處理手法，以人為本的政策，讓
人驚喜！
「中國共產黨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執
政就是要看老百姓擁護不擁護你，如今全國人民都擁護
你，就是最好的答案。」程治平說道。

從北京到香港見證國家巨變
夫婦倆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北京回到香港定居。兩人
均有同感：「這三十多年來，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以前我們回內地都會
帶很多東西給親友，無論大件小件，內地親友都非常喜
歡。後來，情況恰恰相反，我們每次從內地返港，都要帶
很多東西回來，即使平時在港也常上內地網站購物，內地
貨真是又便宜又好用。內地人民曾經也為居住窄小苦惱，
但是現在，他們一般都有自己寬敞的住房，許多人還有私
家車，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對人民『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的莊嚴承諾。」
他們又舉例，去年以來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中央政府
及內地各省市有承擔、有對策、有措施、有實施，嚴防死
守一絲不苟，偌大的中國，十幾億人口，能做到零感染少
量感染，人民可以照常生活旅行娛樂，全世界有目共睹。
「一百年，對於一個政黨來說時間不算短，但對一個國
家來說又很短。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由百年前成
立之初十幾名黨員，發展到如今逾九千萬人的世界第一大
政黨。我們的父輩見證了歷史，看到中國共產黨如何奮
戰，依靠人民支持取得勝利，建立新中國，讓國家不斷發
展強盛。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走
向繁榮富強，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程治平由衷地說。

港多元文化促寫就歷史故事
而作為一名書寫中國近代史劇作的作家，程治平的太太
何冀平無疑也是幸運的。她的生平伴隨着歷史鋪陳展開，
尤以內地與香港的關係為主線，歷經了改革開放等時代變
遷。何冀平編劇了許多有關歷史的大戲——《明月幾時
有》、《決勝時刻》等等，無不與自身或丈夫家世有關。
她認為書寫出這些故事，與在香港三十餘年的生活分不
開。事實上，香港出生的何冀平幼年便離開了香港北上求
學、再到後來在京結婚，在北京生活了很長的日子。上世
紀八十年代隨丈夫回到香港定居，初時何冀平並沒能立即
融入這片土地的文化，直到為導演徐克寫完劇本《新龍門
客棧》才聲名鵲起，再度迎來事業的高峰。
何冀平坦言也是因為寫劇本《明月幾時有》（本來片名
為《大營救》）的時候，也才第一次比較詳細了解香港這
段光輝歲月，更加認識到共產黨人在中華民族抗戰過程中
所作的犧牲和貢獻。1941年12月8日，日軍侵佔香港，大
批知名愛國文化精英滯留香港，危在旦夕。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臨危受命，把
這批文化人秘密轉移北上，護送他們到大後方。香港大營
救前後持續了一百多天，八百多名滯港的文化名人、愛國
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安全撤離，無一傷亡。
這場「勝利大營救」成功營救出的有茅盾、鄒韜奮、何
香凝、陳歌辛、瞿白迫、夏衍、丁聰、洪遒、廖夢醒、歐
陽予倩等文化人。何冀平說，共產黨動員了所有能動員的
力量，大家一致對外，才出色地完成搶救文化人的任務，
「我睇東江縱隊嘅資料時也很感動。」回望這段歷史，她
感覺都是在探索與被探索的「歷史中人」，十分有趣。
「香港這個地方的文化是太好了！」何冀平由衷讚嘆
道：「這裏既有西方的殘留文明，也有飽滿的中式傳統，
這種華洋交雜的文化是別的地方再也沒有的。所以真的要
好好珍惜和堅守這優勢。」何冀平舉例，她為香港話劇團
寫的《德齡與慈禧》，內地群眾非常喜歡，此劇目前在內
地上座率總是百分百。「我想是因為這部話劇有它的獨特
之處，它既不是一個全然的外來物，不是搬西方名劇翻譯
過來，也不純粹講中國文化，這是什麼風格？——這就是
香港的風格。」正是這種多元文化的衝擊和融合，令這部
《德齡與慈禧》源遠流長，享譽多年。

探索與被探索的「歷史中人」

香港中西薈萃，許多中國知識分

子、文化人與這裏有不可分割的淵源，

他們對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有份承擔和使命感。

資深傳媒人電視台主編程治平與著名編劇家何

冀平伉儷，既是香港人也是北京人，他們擁有

獨特的經歷，堪稱兩地探索與被探索的「歷史

中人」。作為從事文化傳播者，敏銳的觸覺和

豐富的經歷，更加令他們知道如何才能講好中

國故事。在他們眼裏中國執政黨的自我糾正能

力之強是世界之最，「現在中國共產黨提倡的

『不忘初心』就是一條真正正確的路線，執政

者是為老百姓，大家對國家的感情自然油然而

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羚、胡茜

兩位愛國知識分子來自不平
凡的家庭，程治平與何冀平的
相識相知，還有一段鮮為人知
的淵源。原來他們各自的父親
都是國民黨政府高官李宗仁身
邊的官員，同屬「桂系」，兩
家人是世交。程治平說，從來
都知道有位「何伯伯」，但並
不曾想對上何家千金是何冀
平，「記憶中我有一張照片，
就是我被抱着的，在『蔭園』
裏(何冀平父親的家)。」
何冀平與程治平同樣是幼年

在香港度過，她說，「至今還
能記住彼時仍是一片荒蕪的荃
灣，有父親創辦的學校和一間
『蔭園』，其他已沒有太多記
憶。」
各自經歷時代轉變，再重

遇，兩人有種天然心靈相通，
然後走在一起。何冀平感慨地
說：「別人不一定理解我們的
背景和經歷，但我們互相就有
一種默契和共同語言。」而程
治平認為與妻子最大共通點不
僅僅來自兩家世交，而是「都
是北京孩子」。
兩個香港出生的「北京人」

經歷確不尋常。程治平父母為
了讓他有更多機會了解祖國，
把他從教會學校轉到愛國學校
上學，程治平也很喜歡，在校
園裏唱紅色歌曲。放暑假到內

地遊歷，比其他同齡小朋友多
了一份見識和對國家的感情。
1965年，父親程思遠陪同李宗
仁伉儷從海外回到祖國，中一
的程治平也隨父母轉往北京定
居，很快適應了，變成「北京
孩子」。
程治平之後被安排入讀頗有

名望的101中學。「在香港曾
讀愛國學校的我，很適應101
中學的學習環境，可惜因為
『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升大學
機會。」程治平說道。文革後
全國高考恢復，成了他人生重
要的轉捩點。「鄧小平提出這
政策是一個極大的功德，所以
我一直很崇敬他！」
而何冀平也在時局的長河中

顛沛流離。由於父親仍在香港
生活，這層關係便成了她在北
京曾遭人「嫌棄」的因素。同
樣因全國恢復高考政策，何冀
平被中央戲劇學院的戲劇文學
系錄取，準備拿着筆桿子書寫
故事，也寫自己歷經的歷史。
在歷史的眼光下長大的孩子，
他們固然有屬於自己的作品承
載生命，卻又是另一個視點中
的歷史。

在1997年回歸前夕，
香港掀起一股移民潮。由
北京返港定居的程治平成
了不少香港朋友的諮詢顧
問，他為朋友分析局勢，
解除他們的困惑、打消移
民念頭。如今在香港國安
法的震懾下，由於攬炒派
的抹黑和誤導，香港又出
現移民話題。程治平說，
近年香港出現的移民風潮
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接
觸的移民不同，一些港人
被煽動參與了黑暴違法活
動，情急之下，他們接過
境外反華勢力伸出的稻
草，投入向外移民的行
列，對這種人還有什麼必要加以勸導呢？
程治平說，1997年前，那時候資訊

尚未發達，港人對內地普遍存在生疏感
和不了解，對嶄新政治經濟設計「一國
兩制」模式，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
生活方式維持「五十年不變」是否真的
落實？有憂慮是正常的。
他說：「正因此，每當我被邀參加聚
會時，不論對方有什麼意圖，我很樂意
與他們分享心得，也了解一下這些人的
心態和想法，然後進行解釋和開導。我
擺事實，用真實的數據，講真實的故

事，來說明祖國建設
的發展的新成就，
『一國兩制』的設計
可以給香港帶來許多
的機會。結果證明了
中央一直對香港堅守
『一國兩制』原
則。」
程治平又指，香港
國安法去年6月公布
實施後，香港社會恢
復秩序，重回良性軌
道。但黑暴攬炒勢力
當然不甘心，挖空心
思抹黑散播「香港沒
落論」，恐嚇及誘惑
更多的市民向外移

民。對於這些抹黑伎倆，特區政府應該
加大反擊力度，同時抓緊防疫，促早日
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往來和經貿活動，
用經濟數字回擊造謠生事者。
他認為，全世界的一流大城市無一不

是採用人才引進優惠政策，只要特區政
府敢作敢為，打破不合理的行業保護，
衝破狹隘自困關卡，施行更多切實可行
的引進人才措施，一個大灣區就已經有
充沛的人才儲備，更別說還有整個內地
的人才圈，可為香港源源不絕地供應各
種人才。

這些年中國內地致力於傳播愛國文
化，凝聚人心，探索以怎麼樣的傳播方
式去弘揚中國文化核心價值，在國際上
講好中國故事。「而文學、新聞和戲劇
這些藝術形式，對於歷史故事的傳播是
另一種傳承，我們深深感到了身上的使
命感。」何冀平說。
何冀平寫劇本，不愛從大局上去看，

她往往希望提取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就
連寫《決勝時刻》的時候，何冀平知道
面臨的是一個頗大的「主旋律」國慶題
材，如何寫出新意呢？她將領袖毛主席
身邊的小人物提取出來，為的是刻畫主
席身上更加貼近人性、血肉的東西。她
說：「無論是怎樣的題材，都應該從
『人』出發。」
這些年她也看別人寫的主旋律電影，

能夠感受到內地電影業在這觀念上一種
超然的進步。她認為，主旋律倡導的是
內核的東西，並不能硬塞一個「必須愛

國」的觀點給觀眾。「導人向上，導人
向善。香港的藝術機構基本上能夠做到
一些，比如《少林寺》那樣的影片，不
需要講出絕對的愛黨愛國，而是去講人
性，講民族團結。」
程治平作為媒體人，亦認為這樣的

「宣傳」既有必要，卻亦要講求技巧。
若是講中國目前的發展新面貌最好的方
法就是讓外國人來看，讓住在中國的外
國人來講他們眼中的中國，相信更有說
服力。「至於在香港這個複雜多元的城
市，我們盡量地平和一些、中立一些，
態度『低調』一點，這樣會讓人容易接
受。」
他說，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是眼下都
關心的話題，媒體、文化藝術首當其
衝。「故事向誰講，如何講，已不僅僅
是影視戲劇的寫作題材，而是『內是引
導、外是展示』，我們作為行當的從業
人，是有責任的。」

不忘初心講好中國故事
何冀平
程治平

在港「愛國宣傳」講技巧
媒體 文化人肩負使命

打破不合理行業保護
香港不愁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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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他們的人生承載着歷史

●何冀平與丈夫程治平相知相
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程治平認為，為人民的政黨自
然贏得愛戴和體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程治平童程治平童
年是名副其年是名副其
實少爺仔實少爺仔。。

●●少女時代少女時代
的何冀平的何冀平。。

●●在行軍中的港九獨立大隊成員在行軍中的港九獨立大隊成員。。

●●當年東江縱隊戰士護當年東江縱隊戰士護
送文化精英回後方送文化精英回後方。。

●●電影電影《《明月明月
幾時有幾時有》》北京北京
記者會記者會。。

●何冀平夫婦在北京「七君
子」集會地合影。

●●著名編劇何冀平著名編劇何冀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