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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趣電影文化有限公司執行長．導演

「台灣」如果有一張應徵工作用的履歷表，肯

定是洋洋灑灑一長串。服務過的公司，從滿清、日

本到中華民國。會說的語言，從台語、客語、國語

到不同的原住民話。教育背景從小學開始普及到大

學。工作技能更是十八般武藝，什麼都難不倒他。

不論是養活肚子的農作，還是每天需要一瓶有「人

蔘、當歸、川芎」的飲料才能應付的粗重工作，又

或者是絞盡腦汁的創新產業，甚至是二十四小時的

服務業。履歷表上的經歷是一項接著一項，多到數

不完，但是如何說自己故事的「自傳」這一欄，卻

是寥寥幾行，不成比例。

台灣是什麼樣子，有什麼故事？過去的人們沒

法說也不敢說。侯孝賢的《悲情城市》說了一些、

台灣新電影的導演們又多說了一些，然後一批接著

一批的導演們，接力說著自己眼中台灣的樣子，世

界的樣子，還有自己的樣子。說的故事，從政治

導演．履歷表
Documentary Director: Profile

的、抗爭的、族群的，這種宏觀或是社會運動的事

件，轉而關注教育、疾病與文化的，更多貼近自己

的事情。導演們的履歷，正是為台灣履歷表上慘白

的「自傳」這一欄，留下故事，說出台灣的樣子。

台灣導演的創作力肯定是世界第一的！雖然國

片市場規模太小，以致投資意願不大，導演不是抵

押自己的房子拍片，就是拍片之後，得過著多年的

還債人生。再加上政府全面開放外片，花錢就是要

享受視聽效果，所以也不能老是怪觀眾總是選擇好

萊塢大片。儘管如此，台灣每年還是產出不少的電

影，舉辦大大小小的影展。數位化來臨之後，拍片

的門檻與設備，更是幾乎人手可及。這一點光從台

灣每年的紀錄片產量就可以得知。

曾經擔任中華民國紀錄片協會理事長的楊力州

就指出：「每年紀錄片的產量約為兩百部」。這麼多

的紀錄片，幾乎都不是為了商業目的而拍，而是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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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並記錄生命觸動的陳正勳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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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有話要說，想要說出眼中的台灣是什麼樣子。這

些從來沒有想過要從影片賺錢的導演，都有其他的

正職工作支撐生活所需。有的是學校老師，有的是

醫生，有的是普通上班族。然而有極少數的人，最

後選擇放棄正職工作，成為一位專職的導演。尤其

是幾乎沒有商業市場的紀錄片導演，更是難得。

紀錄片導演的作品正是為台灣的自傳留下一

頁又一頁精彩的故事。而每個成為專職紀錄片的導

演，也都有著各自的人生經歷，才能夠不理會家人

與眾人的眼光，執著在這份工作上。「導演．履歷

表」所要談的，正是我自己一路成為專職導演的過

程。回想起來，至今只能用意料之外的「只好」來

形容這個過程。這趟意料之外的旅程，相信能提供

還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朋友們，一個意外的收穫。

唸了電影　不拍片

大學三年級拍完那一年劇情片的作業《手機》

之後，我就決定畢業後打死再也不拍電影了。我有電

影夢！但是看著很多學長姐滿腔熱血投入電影工作

後，「感覺」上他們的生活都十分辛苦。加上三年級

的拍片工作，一星期七天的拍攝期，居然睡不滿三十

個小時。當時都不曉得如何從片場騎車回家，然後怎

麼上床，甚至不知道昏睡了多久，彷彿即將要成為植

物人，動也不動地癱睡一輩子。那一夜醒來後就決

定，不拍片了。我有電影夢！當年滿懷希望考上世新

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的電影組，這個系前身的

系名叫做「視聽傳播學系」。我爸氣死了，他說這個

系的名字聽起來，畢業後是要到 
 � � 當少爺嗎？
我沒有拍片做為大四的畢業製作。而是寫了論

文，用心準備考研究所。當時國立台南藝術學院在民

國  � 年成立了「音像紀錄研究所」，是當時台灣第一
個把影像製作的學位從大學提昇到研究所層級。因此

不論是對於劇情片或是紀錄片有興趣的人，都積極報

考。民國   年還成立了「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專

門培養電影的管理、策展以及影像保存人才。對我來

說，這是最好的選項，可以不用沒日沒夜地拍片，又

能把電影最動人的面向呈現給觀眾。

不用拍片　唸電影

「台南藝術學院」現在改制成「台南藝術大

學」，我入學時是民國  � 年，也是音像藝術管理研
究所第二屆的學生。當時學校只有研究所，還有國

樂與西樂，一唸就是七年的學制。學生人數非常

少，直到民國 � � 年，學生人數才超過一千人。學
生大部分都是社會人士，上完課就開車回家。反倒

是應屆大學生考上研究所，又住在宿舍的學生是少

之又少，我就是少數裡的其中一個。

學校環境十分優美，那是初次住校三天的遊客

心情。開學二個星期後，心情開始莫名的沮喪，後

來才明白，原來這二個星期，除了自己所上的同學

與老師之外，我其實看不到超過三個新面孔。好山

好水的校園，人煙好稀少。我像是山中老和尚，翻

著書本，敲著木魚，看著夕陽落下，一日接著一日

泛黃我的青春。當時告訴自己，我一定要身心靈健

康的畢業，走出校園。幸好研究所的老師，十分積

極帶領我們參與各項活動。當時在第一屆「高雄電

影節」、「南方影展」以及「高雄電影圖書館軟體規

劃案」的實作之中，收穫不少。

「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的成立是創新的思維，

政府終於肯願意栽培電影的管理人才。當初我考上

時，世新大學廣電系的李泳泉老師還特地找我，語

重心長的告訴我這個研究所的重要。帶著老師的期

許，以及不用拍片又能延續電影夢的興奮。為了不辜

負「管理」這二個字，以及希望電影的票房不再只是

靠著導演或製片的「感覺」做判斷。我自學統計軟

體 � � � � 完成碩士論文，期待能夠結合量化的客觀數
據，健全電影產業。二年的時間取得碩士學位，我也

身心一切健康的走出校園，準備當兵以及投入職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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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央大學英文系的電

影文化研究室任職，我負責承辦新聞局的國片人口

倍增計畫，在全國大專院校推廣優質的國片與紀錄

片。主持研究室的是英文系林文淇教授，他目前擔

任國家電影中心的執行長。林文淇教授是我打從心

底佩服的人，他不僅研究電影，整個人的身心靈與

身家財產都投入在電影之中。有一次在校園裡，打

開他的後車箱，居然是堆放著滿滿的電影海報。那

一刻的畫面，感動又慚愧。感動的是，一位還不是

電影系的國立大學教授，是這麼努力的為電影在付

出。打開後車箱的那一刻！我告訴自己，以後如果

我有機會當老師，一定不當只在教室批評、滿口道

理、光會叫學生犧牲奉獻，可是走出教室之後卻有

一堆藉口沒有實際行動的老師。這個測試的機會來

的很快。一年之後，我受邀到中部某大學的視訊傳

播系，擔任專任講師。

三個「只好」　認識了紀錄片的好

在大學有一份專任教職是幸福的，尤其對於

一個 & ' 歲的年輕人。任教後，我積極創造產學合
作計畫，帶領學生實際與業界合作，不論是影片製

作、影展行銷與電影推廣。現在的大學都會用老師

承接計畫的總金額去評定一個老師的價值，& ( ( )
年，我獲得學校頒發「專題研究傑出貢獻獎」，是

全校接案金額最高的前三名。儘管有拍片的計畫，

我還是逃避「拍片」這件事。我可以教學生如何拍

片、認識每個職位的工作、拍片的步驟與電影美

學，甚至拍片的專案管理，以及最後要如何行銷影

片。但是實際去「拍片」，我就是不要。「不拍片」

早就在大學三年級就決定了。

因此在大學任教承接的第一部紀錄片製作案

《生命角落》，我擔任監製，另外培養三個同學擔任

導演、攝影與後製。逃避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的結

果，就是同樣主題的紀錄片還會再來找你。等到你

親自當導演拍了，還拍出個成績。最後還能從這個

主題的紀錄片豐富自己的生命。

《生命角落》這部紀錄片的主題是禁忌，是愛

滋病。當初會承接這部片子，不是因為我是感染

者，而是要從我的一個好朋友談起。這位好朋友走

過一段疑似感染愛滋病，必須等待三個月才能檢查

是否感染的空窗期。他飽受這三個月等待的煎熬，

三個月過後，檢查的結果是沒有感染。生不如死而

後如釋重負的他，最後拿了一筆錢給一直陪伴在

他身邊的我。忘不了這一刻，不只是因為是一筆

大錢。而是他說：「只是在等待檢查的三個月，就

讓從來沒有輕生念頭的我，幾度想要自殺，還好有

你的安慰與鼓勵。這筆錢⋯⋯」。這一幕真的忘不

了，因為這筆錢不是要給我的，而是他希望我去拍

一部愛滋感染者的生活，讓社會能夠明白他們的痛

苦，更加關心他們。

但是我根本不認識愛滋感染者。拿著不是要給

自己的錢，又不想辜負朋友託付的心情。我「只好」

打了一通電話給台北市衛生局，詢問有沒有那一家機

構長期照顧感染者。電話那一頭迸出一個單位名稱。

於是我又「只好」寫了封信給這家基金會，希望能夠

合作拍片。沒想到他們居然答應了，影片開拍了。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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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一定有困難，有困難克服就好。但是沒想到紀錄片

跟劇情片不一樣，紀錄片會有的挑戰總是千奇百怪、

不按牌理出牌，不像劇情片，大部分的難題都能事先

設想與掌握，並且提前做好準備。紀錄片最大的困

難，就是不曉得何時會發生什麼問題。所以「只好」

等問題來了再說。歷經一年，終於完成國內第一部感

染者願意現身說法的紀錄片。

大三那一年睡不飽，又有差點一睡醒不來的經

驗，讓我下定決心不再拍片。連紀錄片也在拒絕名

單之內。只要說到「拍片」，打從心底就是抗拒。

但是三個「只好」讓我真正認識紀錄片的好，一步

步翻轉了對於拍片的排斥。第一個「只好」，是心

不甘、情不願的打電話給台北市衛生局。第二個

「只好」，是不抱任何希望寫信給基金會，沒想到居

然答應合作拍片。突然之間，我多了很多的感染者

朋友。突然之間，我的世界變大了。

第三個「只好」是最美妙的轉變。在只能等待

問題發生再來解決的紀錄片拍攝過程中，我漸漸明

白紀錄片是「時間」的藝術。有些說不出口的話，

非得在訪談對話的當下，才能侃侃而談，有些眼淚

也非得在因緣俱足的那一刻，才會落下。更有些難

以忘懷的笑容，是要等到心裡釋懷的時候，才會美

麗綻放。因為真實，所以需要時間而不是控制時

間。相對於劇情片，處處需要掌握時間、金錢、場

景、演員與道具等等，所衍生的精神焦慮與身體過

勞的程度，紀錄片比較沒有這樣的困擾。紀錄片是

急不來的藝術，它沒有演員的檔期要喬，沒有什麼

對白要背，沒有衣服連戲的問題。一切都在生活之

中、時間之下的醞釀裡，才會有感人至深的作品。

在三個「只好」的美妙拍片過程裡，紀錄片是我的

電影夢與生活的最佳平衡點。同時明白了一件事：

豐富生命的秘密，就從看見與感受別人的故事開始。

3
生命角落紀錄片發表記者會。4
愛的希望愛的福阿。5
衛生署防疫獎勵個人獎。6
《愛的希望愛的福阿》聯合報報導。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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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能不當就不當
但逃避的　最終成就了你

在三個「只好」的旅程之後，我開始投入紀錄

片的拍攝。P Q R R 年執導了亞洲第一部愛滋感染者的
父母親紀錄片《愛的希望愛的福阿》。因為拍攝愛

滋紀錄片，我成為少數非醫療人員獲得衛生署防疫

獎勵個人獎的得主。這部影片記錄一位母親全然愛

她的孩子，不論她的孩子是愛滋感染者與同志。貫

穿全片的，其實不是愛滋也不是同志，而是媽媽全

然愛她的小孩，不論孩子發生了什麼事，以及這對

母子的親子關係，因為拍攝這部紀錄片愈來愈親近

的過程。這部影片完成至今，已在台灣巡迴上千場

的放映座談會。P Q R S 年更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上放映，獲得熱烈迴響。

影片中有二段話也改變了我跟媽媽的關係。第

一段話是，訪問高雄醫學大學當時擔任護理部的馮

明珠督導，問她為什麼愛滋感染者都不願意把病情

告訴他們的爸媽？馮明珠說：「很多父母抱怨，為

什麼他們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因為他愛你，所以

最晚一個告訴你。」從此，我開始學會任何事都要

第一個跟我的母親商量，不再只是報喜不報憂。不

報憂的目的，對孩子來說是不讓媽媽操心，可是沒

有一個孩子能夠逃得過媽媽的眼睛。媽媽知道孩子

心裡有事，卻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這種情況才真的

叫媽媽憂心忡忡。

所以我學會了！愛你，所以「最早」告訴你。

讓父母明白自己發生什麼事，孩子也能聽聽父母的

意見。這樣才不會讓爸媽瞎操心，也能從父母的意

見中找到更適合的解決方式。這是每一個孩子都要

學會的一句話：因為愛你，所以「最早」告訴你。

如果當了父母，就要學會影片裡，戴媽媽說

的話：「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愛走在前面，事情就

好講」。現在的父母，看了很多親子關係的書，總

是迫不及待地運用在小孩的身上，還會經常跟孩子

說些大道理。可是當孩子沒有依照書上的步驟回應

父母，或是闖了禍的時候，我們卻經常是一步一步

地推開孩子離開自己。戴媽媽失而復得孩子後的心

情，正是每一位父母在現實生活中，最該明白的第

一件事。

戴媽媽說：「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如果當父母

知道小孩是同志或是生病的時候，一定要用最關懷

的態度去關懷他，不要再去指責他，不要再去罵

他，甚至說，他站在前面的時候，你趕快去抱著

他。真的，這樣小孩才不會離開你啊！因為當他離

開你的時候，你就追不回來了，真的就追不回來

了！所以為什麼要用愛為出發點，就是這樣。不管

什麼事情，愛走在前面，事情就好講。你沒有愛，

在那邊高談闊論都沒有意義了」。P Q R P 年，我執導完成了另一部紀錄片《瑞成
書局 — 種子照亮人間路》。「瑞成書局」是台灣的

百年企業，民國元年創業至今。這部影片談三個主

T
瑞成書局。

U
《愛的希望愛的福阿》影片主角戴媽媽。V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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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企業百年的秘密、弘揚佛法的緣起與家族和睦

的傳統。在這個家族的身上與拍片的過程中，我才

真正明白什麼叫做「認真」。通常我們都會要求別

人與自己要認真做好每一件事，可是認真求學、認

真工作後的我們，卻經常感受不到快樂與幸福。認

真做好每一件事的結果，不論是好是壞，賺的錢是

多是少，最後我們卻都不快樂。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認真」是有步驟的。

順序一旦顛倒，再認真努力也是枉然。「認真」的

第一個步驟是「認識真正的自己」，再來才是「認

真做好每件事」。瑞成書局之所以能夠成為百年企

業，關鍵之處，就是真正明白自己的使命。不論是

在日據時代堅持延續漢學文化，或者是在民國 S ]
年聽李炳南居士講經說法後而開始弘揚佛法，以及

現今順應世界潮流，從宗教五術的專門書店邁向身

心靈的事業。認識真正的自己之後，所做的每件認

真的事才能永續。

每拍一部紀錄片都會影響我的人生！當時在

大學有專任教職的我，有穩定的收入卻愈來愈不快

樂。我有二個選擇，一個選擇是繼續在升等、評

鑑、研究計畫與教學服務的循環裡，淹沒自己。第

二個選擇是離開這樣的循環，讓自己「有時間」認

識自己是誰？到底要過什麼樣的生活？辭掉別人擠

不進來的大學專任教職，是多麼不容易的決定。但

在拍攝瑞成書局紀錄片的過程中，我明白只有「生

命」與「生意」是同一件事情的時候，人才會快

樂。快樂的認識自己，並且認真的把快樂做大，成

功與幸福自然而然就會來。每一部紀錄片都用他們

的生命現場，帶給我一份踏實的勇氣。

豐富生命的秘密，是看見與感受他們的故事。
說出自己的故事，就是生命豐富生命的開始。

離開教職的框架後，演講、拍攝與發行紀錄

片成為我的志業。「豐富生命的秘密，是看見與感

受他們的故事」，要認識自己的第一個步驟，就是

多看看別人的故事。不同的故事有不一樣的生命旅

程，不同的人生風景，能夠引導我們看見與接納現

在自己的樣子，並且思考未來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過什麼樣的生活。我有藝術管理的訓練，又看見有

太多的紀錄片沒有發行管道的遺憾，所以我成立了

「小導演大觀眾」紀錄片發行平台，讓絕大多數沒

有經費上院線放映，沒有機會上媒體宣傳造勢的紀

錄片，至少有一個發行的管道。讓這些不為商業目

的而拍攝的紀錄片都能夠豐富每一位觀眾的生命，

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
瑞成書局 _ ` ` 週年紀錄片首映會。 a

走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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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自己的故事，就是生命豐富生命的開

始」，拍出自己的故事是活得精彩的最佳證明。

我開始協助大家拍出自己的故事，有時候以工作

坊的形式指導學員自己動手拍片，有時候則為別

人拍出他們的故事。紀錄片最特別的地方，是

「有故事的你」與「說故事的我」的共同創作。

沒有彼此的認識與熟悉，是無法拍出有生命力的

作品。因此身為一個導演，對於自己拍攝的主

題，要先表明自己的態度，站出自己的立場。這

樣才能讓有共同理念、有故事要說的人，找到對

的導演。

「大導演看世界」是我拍片關注的主題。大導

演的「大」，不是名氣大或票房高，而是擁有感同

身受的能力，讓作品穿越人與人之間，讓彼此願意

牽起身旁的手，把心也聯繫起來。這六個拍片主

題，我的立場如下：

企業文化紀錄片

企業需要文化才能永續

文化需要故事才能代代相傳

在百年企業《瑞成書局 — 種子照亮人間路》

紀錄片裡，我明白一件事：企業的文化最終還是要

回歸到自己，在創業的初衷、經營的過程、生命的

歷程裡，凝聚成故事。企業的靈魂無法找個演員借

屍還魂，生命的主人終究是自己。為自己與企業留

下一部有文化、有靈魂的故事，正是邁向永續經營

的真正開始。

如果公司上下已經有非常明確與悠久的企業

文化，紀錄片就是傳承與溫習的角色，讓員工與

大眾在多變的環境下，能夠歷久彌新地認同與支

持您；如果您的企業面臨的情況是上面有文化，

下面員工卻一點都沒有變化的話，紀錄片就會扮

演推廣的角色，讓員工在故事裡潛移默化而挺進

企業要追求的願景；如果您的企業是上下都在尋

找「我們的文化是什麼？」的時候，紀錄片就是

不斷提問與凝聚共識的角色，協助企業找到文化

的使命，邁向永續。

疾病故事紀錄片

「遺憾」有了紀錄　生命就有「希望」

詩人 c d e f g h i j 說：「我們具有經驗，但是我們
錯失意義」。經驗，如果不去記錄，記憶就會模糊

與消逝，最後人生就是空走一回而毫無意義。「經

驗」與「意義」需要看見，就像喬依威廉斯在《上

帝恩寵》裡談到的：「愛之外，一定還有別的，我

想去看看。」生病的人最想要的，就是真切了解自

己的處境，他需要有人幫他做紀錄。因為他有話要

說！是跟時間賽跑的感受，要說給孩子聽，說給另

一半瞭解，說給爸媽諒解，說給所有他愛的人，要

他們知道有關他的故事。

有了紀錄片，生命縱使會無常的消失，但不會

留下遺憾。因為有了紀錄片，病人、家屬與健康或

生病的我們，都會對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刻的體會。

「疾病」有了故事，「遺憾」有了紀錄，生命就有

「希望」。

生命勇士紀錄片

做生命的客人，不要客氣！

誰是生命勇士？他不一定要斷了手腳、勇闖北

極或挑戰人體極限。生命勇士真正的價值，是他願意

踏上向生命提問與對話的旅程，沒有既定的方向與目

的地。在這樣的人生裡，他的確會感到焦慮，但也明

白，這就是為什麼成功後感到失落的人如此之多，而

真正感到幸福的人如此之少的原因。如果我們不在問

題之中，就無法成為解決問題的人。做生命的主人，

必須知道所有的事實，包括殘酷的與不堪的，這需要

勇氣；不敢做生命的主人，眼不見為淨，其實更需要

莫大的勇氣來應付逃避。生命勇士的故事，讓我們可

以看見他們跟生命對話的過程，幫助我們成為生命的

客人，盡情探索人生，不要客氣。

生態環保紀錄片

回到原來的樣子

看完梭羅《湖濱散記》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

慢下腳步。慢下腳步的意義與生活是什麼？通常是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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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大半輩子後，存了點錢，終於可以開始停下

腳步，不再斤斤計較時間與金錢。這種退休式的悠

閒，得花很多時間適應。最後還是改不了要「快」

的老毛病。大河是每條小小支流慢慢匯集的，人生

不能只是又急又快，那叫小便！

這是為什麼我要拍攝生態環保紀錄片的初衷。

看著原本蔚藍的海洋、茂密的森林、青翠的草地變

得不堪入目時，我們的表情與生命，就像表現主義

畫家孟克的代表作《吶喊》一樣，扭曲而驚訝。「生

態環保」紀錄片，就是記錄生命回復原貌的故事，

不論是個人的身心靈或是自然生態原來的樣子。

我的信仰

信仰裡有故事感動處才有大智慧。

人離不開錢財，沒有錢財，生活就有困難。人

要有信仰，沒有信仰不僅白活，連死後都會是一場

災難。信仰，不論是宗教或是相信某種理念，它都

指引著每個人的生活。佛法教我們看清楚因果，現

在的「是什麼」通常來自以前的「為什麼」，這叫

因果的過去式；有時想不起「為什麼」，至少看清

楚自己當下「是什麼」，這是因果的現在進行式。

基督教則說人只有一輩子，會面臨最後的審判。只

要悔改，就能回到上帝的國度。

信仰的存在，是因為所有的人，都在「得到」

與「失去」的人生中，感到失衡。有了信仰，不論

得到的太少或失去的太多，我們才能感到平靜。失

去時能夠得到什麼真智慧，就看我們如何對待擁有

的一切。「我的信仰」紀錄片，就是說出「得到」

與「失去」的生命過程裡，信仰如何為生命帶來力

量。信仰裡有故事，感動處才有大智慧。

多元文化紀錄片

「愛」就是自己能選擇自己的功課！

《心靈寫作》的作者 t u j u g h v w i g x y v z { 說：「了解
真正的自己，並從那裡著手寫起，你將增進世人彼此

的了解，從而幫助這個世界。」感同身受很重要，但

是真正的愛不是要我們變成別人。「愛」是讓每個人

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課題」，而不是由別人來

決定。對於同志來說，愛上與自己性別相同的人，不

構成問題，那是天性。對於探險家而言，隻身進入沙

漠，也不是問題，是享受冒險。在宗教家的心裡，弘

揚教義幫助他人，更不是問題，那是無私的奉獻。

我們可以分享如何解決自己問題的過程，做

為別人的參考，但終究自己才是選擇與解決問題的

人。什麼是愛，什麼是多元？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自

由自在的，愛上自己選擇的人生課題。

| }
　活在紀錄片中的陳正勳履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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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的履歷表

履歷表用來求職。有一次我受邀到大學演講，

當台下的教授知道我辭掉專任教職後，憂心忡忡的

說我太傻了。畢竟沒錢不能過日子，一分錢可是會

逼死英雄好漢的。尤其「導演」這個職業聽起來的

感覺，不是已經把房子抵押了，就是為電影負債累

累，更何況又是「紀錄片」導演。

我問這位教授他一個月的「所得」有多少？

我說，我的所得加起來其實比你高很多。他一臉

訝異，並且惶恐不已。真正的「所得」，其實包含

二種：一種是「金錢的收入」，另一種是「心靈的

收穫」。人之所以不快樂，是因為「收入」或「收

獲」其中一個太多或太少，二者失去了平衡。大學

老師的「收入」不錯，但老師在研究或教學上所能

得到的「收穫」與成就感，已經被扭曲的評鑑制度

與普遍的大學生現象，削減得所剩不多。我問這位

教授：「你快樂嗎？」他說：「收入是不錯，但確實

不快樂。」

人確實不能只有收穫，而沒有收入。辭掉專任

教職前，我已經存了一桶金，萬一離職後五年都沒有

工作，也還能夠維持生活。所以問題只剩下，到底要

存多少錢才夠！才夠我們捨得離開「收穫」太少的困

境，去追求、去創造協調的幸福生活。這個問題終究

還是要回到每個人的身上，自己判斷，自己負責。

每個人的履歷表，有人生的過去，也有對於未

來的期待。有學歷、有技能、有各式各樣經歷的說

明，更有對於下一份工作的「預期待遇」。而我們

到底需要什麼？需要多少才足夠？這是寫履歷表的

時候，一定要想的事情。人生的履歷表重要的是，

為自己留下故事，留下自己眼中世界的樣子、別人

的樣子、還有自己的樣子。

《事實以後》是正在寫的書，是預計要送給

自己再二年就要邁入四十歲的生日禮物。「四十以

後」，再回頭看看過去發生的一切，會有不同的解

釋。重新看待過去，才能有美好的未來。記錄自

己，就是寫好人生履歷的第一步。不整理過去還是

能活在當下，只是這個當下不見得是你要的。這樣

的當下，能做的只是接受它、麻痺自己。就像一桌

菜，只能挾個一二道還能吃的菜，然後再告訴自

己，比起沒得吃的人自己幸福多了，這是普遍的人

生！然而幸福的真正滋味，是人生這張飯桌上的

菜，都是愛吃的，都是自己親手下廚的。挾個菜給

所愛的人，分享你的體會；盛碗熱湯，讓有故事的

人生，溫暖了胃也感動了心。

為自己的履歷表，寫下故事吧！

陳正勳介紹 http://www.moviecharger.com.tw/chen.asp

E-mail：cinemacharger@gmail.com

每年講座邀約不斷，以幽默有趣的演講帶領觀眾進入

紀錄片的世界。

現職

充電趣電影文化有限公司 執行長／導演

紀錄片代表作

2014《愛的週轉金 —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2013《益張公司 — 轉動愛的真善美》

2012《瑞成書局 — 種子照亮人間路》

2011《愛的希望愛的福阿》

製作中紀錄片

《家在一起》

《勤益科技大學創辦人的故事》

《李炳南居士 — 困難愈大功德愈多》

《教授不知道的事 — 陳杏圓博士的故事》

導演履歷表—陳正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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