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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翠容是一個不拘小節、親切
健談的人，一邊跟你說家常瑣
事，一邊又跟你分享她對於世界
大事的觀察。甫見面，她便說最
近好忙好忙，除了籌備書展講座
之外，她還要趕新書，她希望自
己的書一本比一本好。新書雖然
是描述地中海地區的政治經濟，
但她為了讓讀者有更強的代入
感，以環球政治經濟作為脈絡，
帶出香港的經濟環境，引起反
思，可謂用心良苦。

不把自己當女子
與一般的旅人不同，張翠容對

國際大事很熟悉，每一次的外
遊，她幾乎都選擇戰火之地，深
入其中，挖掘輿論以外的真相。
她擅於觀察國際關係，擅長以溫
暖的筆觸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
這一切都是因為兩個字─喜歡。
她說她很喜歡自己的工作，尤其
在脫離主流媒體、成為獨立記者
之後，她可以更自由地寫自己所
看到的世界。
「我正經做過的工作不多。」

張翠容笑說。年輕時曾在不同的
媒體工作，報道當地新聞、策劃
不同的時事專題，累積足夠的工
作經驗後，她便走出來做自己想
做的事。「我覺得傳媒機構不能
代表我。」或許因為每一家媒體
都有各自的立場，有一個無形的
框框，讓她不能舒心地表達自己
的想法。
對於「戰地記者」這個稱呼，

她不以為然，也不覺得有多了不
起，只是因為自己對世界有好奇
心，她才選擇貼近新聞現場，做
第一手的採訪。波蘭政治家卡辛

斯基曾說：「跨越自身的邊境就
是世界。」人一輩子，一直活在
無形的邊境裡，她覺得很可惜，
因而她選擇了這條常人未必能理
解的路，跨越自己的界限，不顧
危險地去事件發生的第一現場，
做最真實的報道。
一介女子，身體裡彷彿蘊含無

窮的力量，面對無常的戰火、政
治動亂，她說：「我從來沒把自
己當成是女子。」

沒有不勞而獲的事
對於外訪，張翠容最深的體會

便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追求，世
界上沒有甚麼是可以不勞而獲
的。獨立記者看似很自由，甚麼
都可以自己作主，但每次在國外
採訪，看到其他記者的採訪形
態，看到他們可以租車、可以住
在酒店裡，自己卻住在平價的旅
館，有時甚至找不到贊助商，要
自掏腰包的時候，她也不禁湧起
苦澀的感覺。「但我甘之如飴。」
她如此強調。採訪很辛苦、很不
容易，成果卻很甜美。
今年四月，她在台東採訪一個

叫徐蘭香的農民，農民跟她說：
「你要彎腰，付出汗水，才會有真
正的收成。」張翠容被那個彎腰
的動作感動，曾經付出的汗水，
這些有血有肉的努力，是不會白
費的。「大記者未必知道民間疾
苦，我和當地人一起經歷喜怒哀
樂，我們有不同的追求。」而她
正因為與百姓一起生活，對當地
的生活有不一樣的感受，因而她
的文字才多了一分人情味，可以
從人文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她見證東帝汶從動盪不安到和

平建國，這段經歷依然深刻。那
時候的東帝汶還沒有獨立，她在
當地採訪期間，民兵闖進來，她
與當地人一起躲在桌底，他們的
手互相交握，那雙冰冷的手，讓
她思緒飛轉、讓她萬千感慨。後
來東帝汶宣佈獨立，他們互相擁
抱，一瞬間，難過湧上心頭，因
為忽然察覺到別離在即。這些情
緒、體會與她的文字緊緊相扣，
有條理的資料、冷靜的述說、嚴
肅的採訪、感性的情景交融，難
怪讀者愛不釋手，直呼「好看」，
因為情在其中，富有現場感的每
一個片刻，不禁讓人放下一切，
靜下心來慢慢細味。

死在路上也不錯
她採訪過恐怖組織，接觸過很

多世界頂尖的傳奇人物，見證無
數歷史時刻，從早年走訪各地剖
析第三世界的變化，到近年行走
拉丁美洲、非洲、地中海各地，
探索民主政治經濟，在危險邊緣
遊走，生死懸於一線，真的不怕
死嗎？
「你怕不怕死？貪生怕死是人

性，時候到了，你沒辦法不死。」
但她補充說，能夠死於最愛，也
是一種幸福。作家、記者是她終
生的事業，生死自有宿命，時間
到了人不可避免要奔赴死亡，所
以即使明知有危險，她還是會去
做，因為死於自己最愛的職業總
比病死好。「能夠為認為有價值
的人與事而流汗，上天也實在太
厚待我了。」她在書中如此描述
自己的工作，也不諱言如果一切
重來，她還是會做這樣的選擇。
那在危險之前當真義無反顧

嗎？張翠容會怕，但事情發生的
時候她來不及反應，事後害怕的
感覺才湧上來。在採訪完阿拉法
特，離開時她聽到了槍聲，她在
書中寫道：「我的雙腳無力再往
前走，只好倚在一牆角，這時我
想到那位巴勒斯坦大眼睛警衛，
還有那位睜不開眼睛的以軍⋯⋯」
在墨西哥，她親眼看見示威者手
持長刀，準備前往遊行；在尼加
拉瓜，她遇上持槍劫匪，被搶去
身上財物。無數次與危險擦身而
過，她輕描淡寫地說：「怕啊，
但怕過之後便不會放在心中，當
你心中有熱情，即使遇上千軍萬
馬，你還是會去。」
電影《基督最後的誘惑》，講

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祂夢見自己
結婚生子過平凡生活，到老的時
候祂很後悔，覺得自己應該死在
十字架上成就人類的救贖。「如
果真的老死，那生命就失去意
義。」張翠容以這個例子來比喻
死亡。耶穌最後醒來，發現這一
切都是因為自己過度痛苦所產生
的幻覺，祂幸虧自己還在十字架
上。
生死沒有對錯，所謂的價值、

意義，都是自己賦予的。回顧這
些年來的採訪，她說自己彷彿活
了幾世，如果真的因為採訪而
死，她也無怨無悔。「因為我已
經活得夠多。」
那個指㠥照片，像小女孩一樣

雀躍地說「這是切．格瓦拉的車
子，我竟然可以坐在他車子裡！」
女子，很坦率、很滿足。
她一直都在路上。

香港有八成半的燕窩來自印尼，廣告
上若沒寫產地的，一定是印尼燕窩；越
南和泰國的「洞燕」是珍品，沒理由不
寫上產地。
廣告單張在打折的價錢旁，總有些容

易被忽略的小字，如「4㛷起買3送1」。
消費者一看很容易被吸引，打折價錢
外，還有「送1」。但細看廣告才明白，
如你想要折扣優惠價，一定要買4㛷以
上，你可能莫名其妙地愈買愈多。

漂白燕窩失蛋香味
上文提及的問題燕窩，消費者懂多一

點，就不怕被「做手腳」的燕窩誤導。
一般消費者追求「美白」燕窩，無良

業者為投其所好，在洗燕窩時用雙氧水
漂白，一來去掉燕窩的斑點，又可掩飾
未挑盡的細毛。經化學漂白的燕窩，對
人體健康頗有影響。

要分辨「漂白燕窩」不難，如果片片
都一樣雪白，沒有色差，你便心中有數
了。其次，天然燕窩有蛋白香味；若經
漂白，便失去此天然味道。

最少八成半乾身
燕盞如百分百乾身很容易破碎，影響

其價值，所以店舖出售的乾貨燕窩，仍
有百分之五至十五的濕度。燕窩放在手
上，若感覺涼浸浸和軟身，應是水份太
多，容易發霉。太濕不光是被偷斤㛷，
還會產生質量問題。消費者買乾貨，最
少也要感覺有八成半乾身。百年老舖貨
真價實，名貴的燕窩是放在雪房的。

塗膠燕窩「擸擸令」
完整的燕巢構築需時三個月左右，其

間燕毛雜質夾雜其中，在洗燕窩去毛除
雜質的過程中，難免使燕盞出現縫隙，

無良業者以塗膠填補，使之平
整、美觀、增加件頭。塗的「膠」
是魚膠粉，間中用豬皮碎提煉。
業者把膠塗得厚厚的，還可偷斤
㛷，牟取利潤。
消費者觀察燕盞表面，如發現不自然

的光澤，燕巢「擸擸令」，便不要選
擇。還要注意觀察燕盞結構形態，盞要
自然鬆散，結構太密實的可能已被塗
膠。

樹脂假冒燕窩
有些燕條、燕絲和燕角，被揭發是一

種成本甚低的「樹脂」，冒充燕窩成品。
浸水後撕不開，燉後膨脹，不溶於水
中。但這情況在九十年代後已經少見。
那麼瓶裝燕窩又是甚麼？行內人說，

這是最低成本的燕碎，內裡的成份多
少，決定於價錢，成份與價錢成正比，

有商譽牌子的瓶裝燕窩，質量也不會太
差。

燕盞易觀察「做手腳」
如經濟許可，盡量買越南和泰國的

「洞燕」。如經濟所限，買「屋燕」也要
盡量買燕盞，不要買燕餅、燕條或燕
碎。燕盞若被「做手腳」，容易被察覺；
而燕餅和燕條因為不是原盞形，較易藏
拙。
燕盞不要只追求大件，最重要是比例

大小要均勻，例如盞頭厚些少，盞尾薄
少少，又好像「三角盞」理應是薄片
的，若是「厚身三角盞」就要注意了。

「一手樓」好過「二手樓」
燕巢也如人類的樓宇，有建屋的期數。
燕子築巢經常受外來因素破壞。「洞

燕」巢會受蝙蝠、蛇鼠的破壞，「屋燕」
巢則被人類採摘。燕子吐涎做了第一個
巢，給蛇蟲破壞或被人類採摘了；只能
繼續吐涎做第二個巢，又給取了；再吐
第三次做巢。試想，一年起三次屋，吐
到第三次的燕窩，燕子可謂筋疲力竭，
「口水都乾埋」，來不及吸收營養，口水
成份質量也是最差的。所以第一期燕窩
特別大件，營養份量夠，買燕窩要選
「一手樓」。

名．飲食

不怕燕窩「做手腳」
文、圖：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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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個旅人，是一個作家，

也是資深的新聞工作者。她一直

遊走於動盪不安的國度，採訪過

當代最偉大、最具爭議性的人

物，也同情那些平凡、被人遺忘

的老百姓。她用一顆柔軟的心去

包容世間的善與惡、是與非，以

文字訴說真相。

她是張翠容，執㠥於自己喜愛

的工作，執㠥於所謂的「真相」，

著有《行過烽火大地》、《中東現

場》、《拉丁美洲真相之路》等

書，是華人社會裡少有的女性戰

地記者、著名的國際問題評論

家。今年書展，她將為讀者帶來

一場別開生面的講座：「烽火大

地、永㞫之旅」，而九月她將出版

關於地中海的新書。

這個夏天，讓我們再一次走進

張翠容的烽火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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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謊言，我還

是繼續跑。」

──《行過烽

火 大 地 》，

2002年出版。

■伊拉克南部巴士拉與科

威特接壤邊境，遭美軍貧

鈾彈肆虐。

■2011年春天，開羅解放廣場充滿革

命激情的民眾。

■每一次的相處、每一次的分別，都讓

張翠容有所感觸。

■2002年巴人城鎮杰寧難民營受以軍

攻擊過後，對張翠容的來訪表示感激。

■見證過很多歷史時刻，

張翠容最關心的是最底層

的老百姓。

■《拉丁美洲

真相之路》，

2009年出版。

張翠容走過墨

西哥、危地馬

拉、薩爾瓦

多、尼加拉

瓜、玻利維

亞、古巴等

地，將真實的

中南美洲呈現

出來。

■《中東現

場》，2006年

出版。張翠容

透過本書，剖

析中東地區各

國的衝突，呼

籲世人客觀持

平地去省思中

東問題。

■燕碎

■燕盞要注意盞形平

均自然，頭厚尾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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