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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紀念網組織的抗戰紀念展版和
「萬人大簽名」活動現場，陳君天正在

仔細瀏覽展板資料，看到熟悉的地方，他頻
頻點頭，遇到不了解的內容，他還叫來工作
人員給他講解介紹。陳君天今年75歲，滿頭
白髮，但精神矍鑠，聲音洪亮。他隨意穿着
一件休閒襯衣，外搭一件灰色馬甲，很有藝
術家的氣質。
記者問他，為什麼會用數十年心血，製作
並不停地完善一部電視紀錄片？陳君天反問
記者：「作為一個中國人，假如你還是一個
文化人，又發現全中國還沒有一套全面反映
八年抗戰的紀錄片，你要不要做？要不要把
它做到最好？」

拍片求真實 拿到「尚方寶劍」
1994年，為了迎接翌年的抗戰勝利五十周
年紀念日，時任「總統府資政」蔣緯國等人
想做一套翔實、全面反映抗日戰爭的紀錄
片，當時的台視總經理劉侃如向蔣緯國推薦
了陳君天。陳君天對蔣緯國說，這是我一生
非常想做、非常願意做的紀錄片。但他同時
直言不諱地提出：「我有一個條件，現在的
抗日歷史已經有很多不真實的地方，我們就
不要再增加它的不真實了，我要按我自己的
意願來做，你們不能干涉我。」
蔣緯國同意了他的要求，並向他保證，只
要是真實地還原歷史，連老頭子（指蔣介
石）有錯的地方都可以罵。
「他（蔣緯國）那是吹牛，因為老頭子
已經不在了嘛。」陳君天大笑着說。但他
承認，他拿到的「尚方寶劍」，是別人從

未有過的。

與抗戰題材結緣 二十年影六版
從1994年開始，陳君天組織團隊啟動了紀
錄片的攝製，但這個過程非常艱苦。1995年9
月9日，《一寸河山一寸血》如期在台灣啟
播，但那時他並未完成全套紀錄片，而是繼
續邊播邊拍，團隊每天都在趕工。紀錄片每
個星期播出一集，一共40集，連續播了將近
一年。到1996年下半年節目播完，工作人員
紛紛向他請辭，他們都說，「陳叔，你這樣
搞，我們都吃不消了。」
但陳君天和《一寸河山一寸血》就此結下

不解之緣。他認為，因為當時製作周期非常
倉促，這部片還有很多瑕疵，特別是當時因
為歷史條件，未能到大陸實地採訪取景，感
到非常遺憾。自1996年起，陳君天在沒有外
部支持的情況下，自組團隊，自己一筆筆爭
取費用，還拿出自己的錢貼補進來，在19年
間不間斷地對片子進行補充修改。在今年之
前，這部片一共完成了5個版本。而在抗戰勝
利70周年即將到來時，他又啟動了第6版的
改版製作。
陳君天笑言，拍攝抗戰歷史就是個無底

洞，只要一跳進來，就出不去了，因為資料
故事浩如煙海，永遠沒有說拍完的時候。

上世紀末上世紀末，，儘管沒有正式引進儘管沒有正式引進，，一部台灣製作一部台灣製作、、全景展現中國全景展現中國

八年抗戰歷程的紀錄片八年抗戰歷程的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一寸河山一寸血》》還是在大陸火起來還是在大陸火起來，，

很多年輕人都通過這部片子很多年輕人都通過這部片子，，對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有了更為完對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有了更為完

整的認知整的認知。。該片台灣電視製作人該片台灣電視製作人、、素有素有「「抗戰影像製作第一人抗戰影像製作第一人」」

之稱的陳君天近日前往湖南之稱的陳君天近日前往湖南，，為該片的最新改版搜集資料為該片的最新改版搜集資料，，他向他向

記者透露記者透露，《，《一寸河山一寸血一寸河山一寸血》》的第六版的第六版，，將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將在抗戰勝利七十周

年紀念日前夕推出年紀念日前夕推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錦屏譚錦屏 長沙報道長沙報道

陳君天製新版

陳君天在河南出生，五歲時隨一位國軍軍官遷徙至台灣，在眷村
長大。在拍片之前，他一直沒到過大陸，對大陸也沒有多少記憶。
在拍片之後，才一步步熟悉大陸。
1997年，陳君天為了給《一寸河山一寸血》補充現場採訪的內

容，時隔近半個世紀首次踏足大陸，到今年，此次已是他第7次回
大陸。先後到湖南衡陽尋找戰爭留下的彈痕、到雲南滇緬公路尋找
中國遠征軍的遺跡。陳君天認為，這些老戰場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有
故事的，這樣拍出來的紀錄片，才會有溫度，才能讓人產生共鳴。
付出辛苦的代價都是非常值得的。

老兵都是「寶貝」應參加大陸閱兵
談到今年大陸將舉辦的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有消息傳出將

會邀請在台灣的抗戰老兵參加閱兵式，而台灣島內為此出現不少雜
音。陳君天說：「在台灣的老兵，同樣是參加過抗戰的英雄，這是
抗戰勝利紀念日，他們當然應該參加，不管別人怎麼看！」
陳君天說，抗日戰爭如此慘烈，經常是一個師近萬人投入戰場，

幾天後就只剩幾百人撤下來。身體健全的，又會投入下一場戰役。
「這種經歷九死一生、能健康活下來的老兵，簡直就是奇跡，我們
要把他們當寶貝一樣對待。」他認為，兩岸應跳出黨派的觀念，才
能在看待抗戰的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

在與抗日戰爭紀念網的交流過程中，工作人員向陳君天介紹，
1943年5月9日至12日，在湖南益陽南縣的小鎮廠窖，侵華日軍
曾在三天時間內，瘋狂屠殺無辜平民達3萬多人，製造了繼南京
大屠殺之後的第二大慘案——「廠窖慘案」。
聽到這個信息後，陳君天感到非常吃驚。他坦承，以前沒有聽
說過這件事情，他在《一寸河山一寸血》裡，也沒有記錄「廠窖
慘案」，他自責不已，「對這樣大的事情，我都沒有關注，是我
的失職。同時，這樣慘絕人寰的的事情發生在湖南，而外界知道
的不多，同時也是你們的失職。」他對在場的工作人員說。
陳君天隨即着手聯繫「廠窖慘案」在世的見證者，準備在新版
紀錄片裡，加入記錄日軍這一暴行。
陳君天此次到湖南之前，已經先去了陝西、山西等地，就是進一

步了解遺漏的資料，增加更多當事人的採訪，使紀錄片更加豐滿。
陳君天說，紀錄片原來共40集，每集30分鐘，一共20小時節

目。而最新的第6版準備改為30集，每集1小時，時長共30小時。

舊版未錄舊版未錄「「廠窖慘案廠窖慘案」」自責不已自責不已

台抗日紀錄片第一人台抗日紀錄片第一人 赴湘舊戰場搜料赴湘舊戰場搜料

《《一寸河山一寸一寸河山一寸血血》》

·

■陳君天與抗日戰爭紀念網工作人員在翻閱抗戰資料。
本報湖南傳真

■陳君天在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萬人大簽名」橫幅上
簽名。 記者譚錦屏 攝

■台灣導演陳君天為求完善抗戰紀錄片舊作，
今年親赴湖南抗戰故地搜集資料。 網上圖片

踏陸戰場故地踏陸戰場故地
拍拍「「有溫度有溫度」」紀錄片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