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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奮老人，目前居住在廣州，二戰時期
是中國駐印軍新一軍新三十八師的中尉

軍官，負責軍情偵察和諜報，參加過緬甸反
攻。記者尋找了為數不多的老戰士，想知道他
們對「抗日神劇」的看法，但大多年事已高，
聽力和表達多出現重大困難。因此，雖已年屆
九旬，但身體還算硬朗的梁振奮老人對記者的
分享，顯得特別珍貴。

對手一點也不弱小

「抗日神劇」中，日本軍人是很弱小的，也
是很弱智的，中國人只要爆發一下小宇宙的精
神意志，就可以將一個日本兵撕成兩半。「面
對如此對手，為何我們打了八年？」這是梁振
奮作為一名老戰士發出的責問。
梁振奮作為一名曾經的偵察部隊軍官，對日

本軍隊的戰鬥實力，有 深刻的認識。他告訴
記者，在緬甸戰場，他曾經和一隊同袍執行偵
搜任務，偶然間發現了一個日本軍隊的兵站。
梁振奮說，當時他們經過慎重觀察之後發現，
這個兵站只是承擔日軍後勤職能——例如接收
和運送傷兵，兵站中的士兵，應該是隸屬於日
方的後備體系。
因此，梁振奮和同行的幾個中國軍人決定，

買通一個緬甸人，給日軍送信，告訴日軍兵
站：山上有中國軍。以此，來和這個兵站發生
交戰。結果，日本兵站中的士兵真的進攻了。
原來對手真的很強大——交火之後，梁振奮和
同伴發現，哪怕是後勤體系的日軍，也不好對
付。
「他們的後勤兵，都那麼有戰鬥力，單兵素

質也非常高，這是不爭的事實。」這是梁振奮
對日本軍隊的總結。梁振奮回憶，「一場戰
鬥，哪怕是潰退，日本軍隊也會盡力一併帶走
傷兵和陣亡士兵的遺體，而非扔下他們就跑。
因此，真正俘虜的日本軍人，其實根本不
多。」
「如果這些『抗日神劇』是真實的，那麼我

們這些軍人，當年幹嘛去了？如果日本真的這
樣弱小，為何我們整整進行了八年的戰爭，幾
乎丟了半壁河山，在美國等盟邦的協助下，才
實現來之不易的勝利，這又是為甚麼？」這
是梁振奮最想詰問「抗日神劇」創作者的問
題。
「『軍人代表國家的榮譽』，這是孫立人長官

教育我們的，也是我們軍隊營區的標語。」梁
振奮無法接受一些人將他們當年參加戰爭的那
段歷史歪曲、湮沒、醜化、娛樂化，當然也包
括「抗日神劇」這種形式。

戰爭真的一點也不好玩

「抗日神劇」告訴你，戰爭很好玩，很酷
炫。但參加過那場戰爭的老兵告訴你，戰爭一
點也不好玩。
梁振奮說，以他自己的立場，「抗日神劇」

是對所有當年參加過戰爭的軍人甚至犧牲者的
褻瀆和侮辱，此種文藝作品若繼續流傳，則貽
害子孫，禍國殃民。
他覺得，「抗日神劇」帶來的危害有兩方

面。第一，就他們這些老戰士的立場而言，對
於八年抗戰題材的文藝作品所傳遞的真實性，
是特別敏感的，因為一旦內容失真，在老戰士
們看來，就是對他們這些軍人們當年付出的努
力與犧牲的踐踏和否定。「這場戰爭結束才幾
十年啊，離得並不遠，而且我們這些老戰士，

不少人還在啊，總該尊重一下我們的嘛。」
梁振奮認為「抗日神劇」帶來的第二個危

害，則更加嚴重——導致青年一代的中國人，
根本無法理解戰爭的殘酷，以為戰爭很好玩，
以為取得勝利很容易，隨心所欲地看待戰爭。
梁振奮以「可怕」一詞來形容「抗日神劇」對
中國未來一代人可能造成的衝擊。
「戰爭一點也不好玩，這種脫離真實、過度

幽默的戰爭片看多了，年輕人會以為打仗很容
易，那麼，當戰爭真的來臨時，他們是否真的
有勇氣去拿槍上前線呢？」這是梁振奮對「抗
日神劇」當下負面影響的一種思考和無奈。
「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應該是讓人對戰爭

有警惕，我真的不明白，我們國家的這些文藝
工作者到底怎麼了。」梁振奮的感慨透露出一
個訊息：他不能夠接受將戰爭簡單化、情緒
化，甚至幽默化的影視創作手法。
他說，很多同袍戰友，早上，甚至中午還和

自己一道起床、吃飯、聊天，但是下午一場戰
鬥結束之後，一些人就永遠離開了自己，故而
心中感到痛苦、難過，無法掩飾無情硝煙所帶
來的心靈打擊。「這難道好玩嗎？」梁振奮反
問記者。

心中的期待：友愛與和平

梁振奮老人告訴記者，作為一名曾經親身參
加過戰爭、走出國門與日本軍隊作戰的老兵，
他深知戰火的殘酷和可怕。炮聲、槍聲背後，
是難以計數的犧牲和損失，是無數的父母失去
兒子，無數的孩子失去父親，無數的妻子失去
丈夫，無數的家庭失去頂樑柱。中日戰爭時期
的這種殘酷的代價，對任何人、哪怕是軍人，
都會產生巨大的內心衝擊。
九旬高齡的梁振奮，心中不時思念那些曾經

在印度一同受訓、在緬甸一同衝鋒，卻已經長
眠的夥伴.。他期待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夠看
到廣州的新一軍紀念碑、紀功亭能夠搬遷、修
繕，讓國人能夠銘記他們這些軍人當年為何而
戰、為誰而戰，能夠讓國人真正體會到戰爭的
殘酷、和平的可貴。
因此，梁振奮希望並真誠期待互為鄰居、一

衣帶水的中國與日本，能夠世代友好，永遠遠
離戰爭，永遠和平友愛。他說：「和平真的是
最可貴的，中國與日本真的不需要新的戰爭
了，因為這太殘酷了。」有鑑於此，梁振奮認
為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在創作戰爭題材的影視
劇時，必須公正、客觀地還原真實歷史，發掘
和刻畫中國軍人當時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付
出的巨大犧牲、代價和努力，並以此來表現出
戰爭對生活的破壞、對人性的摧殘、付出的各
種沉重代價等，最終表達追求和平、幸福的全
人類反戰主題。
這是一個戰爭親歷者、一個中國老兵、一個

戰爭見證者，對文藝工作者的期待。

「抗日神劇」的蔓延，曾經在

內地媒體輿論和社會各界的強烈

批判下，有所退潮。但是，近來

似乎又有抬頭跡象，對於文化界

而言，這確實是一個值得警惕的

現實。

老戰士言之鑿鑿：和平來之不

易，戰爭充滿創傷痛苦，軍民同

胞在過往的犧牲付出不能夠被踐

踏褻瀆。隨 時間的推移，再過

幾年，我們或許將會生活在一個

沒有戰爭經歷者的年代。而在現

實情形中，戰爭帶來的對立意

識，很多時候演變成為一種可以

消費的廉價之物——「抗日神劇」

就是如此。它和非理性的抵制日

貨、打砸本國公民的日製產品甚

至出手傷人，在本質上其實是同

一種心理思維和文化思潮——喪失

理性的隨心所欲，目空一切的為

所欲為。

將非常嚴肅的歷史記憶市場

化，這是極為失當的做法。文化

的市場化，是一種操作手段，但

不是目的本身。若在利益追逐之

下，追求感官效應而不斷推出

「抗日神劇」，短期之內或許會起到

經濟上的收益，但是長期如此，

只會使得受眾最終離去。畢竟，

在今日時代，受眾的審美水平會

越來越高。因此，文創界的責任

確實相當重大。因為「抗日神劇」

帶不來對勝利的敬畏、對和平的

尊重、對友愛的堅持。

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

資金。故而，資源應該投放到更

加有需要的文化歷史領域——例如

戰爭史的研究、戰爭參與者的口

述歷史工程、與日本、韓國學界

合作的共同歷史研究、參戰老兵

的生活扶助和醫療支援等。

如果「抗日神劇」這一頁不盡

快翻過去，則後人將為之羞愧不

堪——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

深圳著名文化學者、劇
作家胡野秋在接受訪問時
說，「抗日神劇」是一種
精神上的自我虛幻的產
物，完全沒有任何對戰爭
過程的反思和探索，也沒
有對和平主義價值的表達
和堅持。
胡野秋說，「抗日神劇」

是簡單地將戰爭所帶來的
對立和仇恨文藝化、臉譜
化，從而沒有從人性的高度去詮釋戰爭對人類文明和生活造成的創
傷；「抗日神劇」只是一種自我幻想式的文藝作品，只是情緒宣洩的
產物，但產生的影響將特別惡劣。他認為，「抗日神劇」的起點，實
際上是早期一些將戰爭幽默化、去神聖化的作品，只不過，早期的幽
默風格作品，在情節上還不是很誇張，所以未有引起大眾的關注和討
論。
胡野秋認為，戰爭題材的文藝創作，尤其是影視劇創作，應當集中

在兩個層面：第一，是對侵略與反抗主題的刻畫；第二，是從和平主
義和反戰的人性本能角度去描繪戰爭帶來的影響。例如戰爭的悲劇
感，對戰爭的憎惡感等等。他覺得，中國有關中日戰爭題材的影視
劇，不少作品，只達到了第一個層次，而缺乏對和平主義的深入理解
和體會。
「將戰爭中的所有主體都還原為人」，這是胡野秋對戰爭文藝作品的

一種定位。他覺得，哪怕是對侵略者的刻畫，也應當從這個角度去展
開——即在戰爭中，人性與獸性的一面是怎樣轉化的。他特別以《斯
大林格勒保衛戰2013》為例，指出這部反映蘇德戰爭的電影，最大的
看點就在於：將蘇軍和德軍，都從人性的角度去刻畫，還原為「人」
的概念之後，觀眾對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理解，已經不是硝煙和槍炮
聲，而是落腳在人的內心被戰爭擊打之後的狀態。
胡野秋特別指出，「重結果、輕過程」的思維蔓延到影視劇創作

中，造成了這樣的一種視頻格局：人們透過銀幕，知道中國贏得了戰
爭，但是卻不知道這個「勝利」二字背後的代價、過程是甚麼。在胡
野秋看來，這不僅僅是對歷史的無知，根本上就是一種反歷史、反智
的思維。

「找到人性最大的公約
數」——這是胡野秋對戰
爭歷史題材影視劇創作的
一種思考。只有找到這個
最大的公約數，才能夠以
影視劇為媒介，傳遞出和
平主義的期盼和友愛友好
的真切主題。

「扔個手榴彈就可以擊落日

本飛機，那麼萬一扔不中，會

不會炸死自己呢？太荒唐、太

駭人聽聞。」提起「抗日神劇」

中的一些情節，參加過抗戰的

老兵梁振奮依舊難掩憤怒之

情。當媒體、社會、文化界討

論抗日神劇這種文化現象時，

往往指摘其內容脫離事實、過

度誇張，將日本軍隊描繪得太

弱——弱小和弱智。但是，卻

鮮有人去探尋這些曾經親身參

加過戰爭的中國軍人，對此種

文化亂想的看法和感受——而

恰恰是老戰士，對此似乎最有

發言權。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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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
「抗日神劇」
帶不來勝利與友愛

■淞滬會戰銅質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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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家：
「抗日神劇」是反歷史的產物

■胡野秋：「抗日神劇」未反思戰爭本

身。

■抗戰時期的大刀。

■中國畫家筆下的駝峰航線

■蘇俄的
戰 爭 藝
術，側重
民眾的心
理描繪。
圖為表現
佔領區民
眾生活的
油畫。

抗戰老兵眼中的
「抗日神劇」

■抗戰油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