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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的專業資格
一 個 十 二 歲
「公民記者」的

出現引起人們對記者資格和新聞專
業的討論。新聞採訪和報道算不算
專業？記者需不需要資格認證或專
業牌照？
在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看來，新聞
採訪當然是一門專業，更重視經驗
累積，然而，新聞又是不斷求「新」
的、且愈新愈有「價」的東西，有
時，一個經驗豐富的資深記者在搶新
聞時，還真會「輸」給身手靈活的新
人，尤其是突發性的現場採訪。
像那位少年可能會比資深記者跑
得快，在人多擁擠的場合，他小巧
的身形更輕易鑽來鑽去，加上有匹
夫之勇，說不定就隨意拍到一個一
瞬即逝的獨家鏡頭，即時上載至社
交媒體，搶先引爆事件和引起熱
議，充分體現了新聞的時效性。
由於不像律師、醫生等行業般，

設發牌制度和要求專業資格，記者
的入門門檻低，只要有熱血，稍具
寫作能力，非經新聞專業訓練的年
輕人也不難入行。但是，今天當記
者跟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從前要到
處找素材，挖掘新聞，今天不是不
管用，而是社會開放、資訊爆炸，
人們會主動接觸記者，提供素材。
所以，今日記者更需要篩選能力、
判斷價值、辨識真偽──這就是專
業。
近年香港出現一種「反記者」或

「反媒體」現象，針對傳統的專業
傳媒，從質疑記者的採訪手段不道
德──比如狗仔隊式跟蹤、偷拍造
成對私隱的侵犯和滋擾，到對新聞
報道偏頗性的批評──比如斷章取
義或嘩眾取寵，以及觀點式採訪中
的預設立場或為宣揚政見而刻意誤
導……去年的修例風波及其後的黑
色暴力以後，網絡上更出現「黑
記」污名。一些不了解專業媒體運
作的網民將對黑暴的不滿，乃至將
警民衝突中的血腥場面遷怒於現場
報道的記者，認為其偏頗的鏡頭助
長暴力等。
而傳媒為了爭取收視率/點擊

率，或刺激銷量，記者或編輯在選
材或起題目時往往會突出最刺激的
畫面，用最吸引的字眼，也予人誇
張、煽情的感覺，而前線記者在採
訪中會受現場氣氛、誤導性信息和
因求快而求證欠充足等因素影響。
這種污名現象令真心做新聞的

記者有挫折感。而且，今日社會
已從言論上的對罵升級到行動上
的「私了」，前線記者面對的不
止是被批評、挨罵，而是被撞被
打，採訪工具被搶，採訪車被砸
等，影響生命安全。即使一些靜
態式訪問，也因為立場而遭無理
拒絕。記者也是人，在民情兩極
化下，給採訪造成極大困難，難
免產生困擾─值不值得做下去？
值不值得專業地做？

在我的體育傳
媒生涯中，參與
過無數次體育項

目報道，最深刻的項目自然是奧運
會及世界盃；除此以外，還有其他
很重要的國際體育盛事，如亞洲運
動會（亞運會）就是其中之一。
亞運會其實對香港運動員而言是
一個很重要的表演場地，因為大家
都明白取得奧運會的參賽資格是難
如登天，很多運動員常常掛在嘴
邊，要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但要衝
出亞洲談何容易呢；正因如此，很
多運動員都會先以亞運會為目標，
在這裏達到目標後，踏上奧運之路
也就恍似不那麼遙不可及。而亞運
會之於我，我參與全方位報道亞運
會機會不算多，並不像奧運會一樣
每屆必然能夠出席參與。
香港運動員都是雄心萬丈去參與
每屆的亞運會，因為有機會可以與
同為亞洲的45個國家及地區各國爭
一日之長短。上一屆2018年印尼亞
運會，香港取得8金、18銀、20銅
共46塊獎牌，在獎牌榜上排行第
13，是個很不錯的成績，也證明了
香港有8個體育項目是居亞洲首
位。但奈何香港市民好像不大知道
香港運動員的輝煌成績，從而加以
支持，相信這就是體育傳媒要負的
責任。應如何報道亞運會才可以引
起香港市民的共鳴呢？如果有一些
實力較強的傳媒能夠肩負社會責
任，那情況是否就會不一樣呢？
我參與報道亞運會，是由1982

年印度新德里開始，當時TVB只
派出5個工作人員，包括導演、記
者、攝影師、兩個工程人員去報
道，製作規模很小，而當時大會對
報道賽事也比較簡單，也沒什麼規
則需要遵守：那時我們僅用一部攝
影機就可以拍攝全場籃球賽事；拍
攝跳水，當然也只是用了一架攝影
機，而且還邀請了當時中國跳水教
練梁柏熙先生，安排他坐在教練席
以廣東話替香港電視台評述跳水
項目。當時大會對於我們的拍
攝，是沒有指定需要遵守什麼守
則，但這樣也有它的好處，我們
任何時間都可以進入賽場拍攝比
賽及作訪問；而拍攝田徑比賽，
更可以到場地中間，近距離拍攝
中國三級跳運動員鄒振先比賽，
在我們傳媒報道賽事方面，這形
式是相當之好，一些隔膜也沒有；
但這已是30多年前的事，現在很
難可以用此方式進入比賽場地內，
與運動員面對面進行拍攝。
當然，時代進步了，科技也進步

了，以前一個綜合運動會由大會所
提供的公共信號賽事並不多，我們
香港有部分要靠自己電視台去拍攝
有香港運動員參與的比賽，才能把
當時的比賽實況報道給香港觀眾去
欣賞。
亞運會現在的製作模式不斷在進

步中，但香港電視台的步伐卻好像
還停留在以前的日子而未能追得
上……關於這問題，我們留待下次
探討。

相信大家在報章上的專
欄、社交媒體上見到一些人
發布的個人分析文章，可謂

見文知人。文人知識分子寫文章具批判性是正
常的，對社會上出現不公義事必須發聲，為大
眾解構分析事件，讓大眾了解事件，明辨是
非，這是使命，否則辜負了上天給你的智慧。
當你見到一些退休傳媒人、填詞人、導演、

編劇、作家、號稱「才子」等都在寫專欄，見
到其不少文章刻意正反混淆概念，竟要求違法
生事者的權力與執法者權力對等，示威者使用
的暴力合理，警察執法卻被誣衊是濫捕。對任
何一個國家都有的「國安法」、「國歌法」放
在香港詆毀說成惡法。對上街破壞公共設施，
擲汽油彈，出手非常很毒、圍攻不同意見的人
的暴行視而不見，從未在他們的文章中批判、
勸導，相反以偏激言論火上加油，美化惡行，
或用種種謬論為那些犯法人開脫，就愛欺負香
港政府，彷彿香港愈亂他們愈有存在「價
值」，真正是食人血饅頭的斯文敗類。
不過，你估計到這些人十居其九自覺是受

「傷害者」放不下仇恨，或是懷着利益目的做
文痞；因為真正的文人、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如
此偏執、不理性。難道對政府某些政策不滿就
可以做違背良知的事？出賣香港利益，出賣國
家？毀掉香港對你們有什麼好處？或者你們都
是沒後代的人，不在乎香港的未來、諷刺的是他
們扮偉大，口口聲聲說是為香港的未來而做。
處理交際上遇到的意見分歧時，傳統的中

國人是抱住君子和而不同的態度，沒有人喜歡
被罵，但明白人必須聽聽罵自己的話，才能長
大。可惜看看目前香港社會上每日都有人因不
同政見而動口動手，只看政治立場，不看事

實，誰大誰惡誰正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
種傳統美德在香港社會已消失了，正傷害社會
的正確價值觀及和諧氛圍。
也最看不起是那些受過國家恩惠，正在享用國

家資源，搵香港着數的人仍舊扮盲，都不講良心
話，演藝界許多導演製作人、音樂人都是「黃
絲」，明明過去十幾廿年都在內地工作賺錢，
了解情況的，但骨子裏看不起內地人崛起要同
你競爭，於是被一個人欺負過就一世仇恨整個
國家，利用自己的平台散播仇中言論，事事以
挑剔手法看問題，將來自內地的一切都視為壞
人壞事，所有不好的東西都算到「大陸」頭
上，例如電話騙案，地溝油明明台灣是鼻祖，
他們第一時間覺得只有內地人才做。
香港人在外國受了委屈不敢出聲，不敢反

抗，奴性。比起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文
化人的風骨根本沒法比，當年他們與政府的抗
爭是為國家為民族利益，不是個人利益。
港台兩地反共媒體雜誌最喜歡用「揭秘共

產黨，爆內鬥內幕」作賣書招徠，如「銅鑼灣
書局」之流，編造故事描寫得像躲在別人床底
般。那台灣的民進黨用卑鄙手段對付國民黨；
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每次選舉何嘗不是鬥個
你死我活，他們的政客又有幾高尚？
早已覺得香港社會是個沒有土壤讓知識分子生

存的地方，人人都只講現實利益，一講到要顧及
國家民族大義就被人當「左派」，這個左派之名
最可惡，是港英時代用來貶低矮化有愛國情操的
人士和機構，甚至成了政府職位招聘、限制升遷
機會的手段，亦都嚇阻不少有心的愛國青年，害
怕被看成異類。如今香港回歸了這些觀念要打破，
重用真正愛國愛港人士，也只有這樣，國民教育
才會收效，讓愛國愛港應該變成很自然的事。

香港有真正知識分子嗎？
疫情減退之後，睇樓人多

了，議價空間開始縮窄。朋友初
次置業，每周有樓睇，然而很多

業主還是企硬，聲稱「冇價講」，甚至反價。
其實，此時候的買家大多首次置業，心情還是

虛怯的，未來香港經濟衰退，失業率攀升，入市
與否還未拿穩主意，業主的企硬態度，可能是試
水溫，但是趕客。
朋友兩周前相中南區大型屋苑一個單位，開始

議價，作好入市準備，誰知業主竟然反價，還要
加價半成。逆市加價，當然令買家卻步。
為止暴制亂，中央來一招重藥港區國安法，一

下子又打窒樓市好友，專家估計樓價將會下調一
成半。企硬的業主，貪勝不知輸，是否錯失了好
價放盤的良機？
如果有心做買賣，是否要知所進退呢？如果沒

有業主臨時翻盤，朋友已經被綁上了戰車。如
今，入市不成一額汗，執了一身彩，當然，有心
入市還是要把握適當時機。
貪勝不知輸，確是香港某些人的毛病。過去一

年，修例引發黑暴事件，外國勢力也現身了，反
對派步步進逼，街頭暴力愈暴愈烈。對反對派來
說，似乎「形勢一片大好」，勝券在握。
郊遊要看天氣預告，山洪暴發於一瞬間，走也

來不及；這天上午還是晴空一片，忽然灰天暗
地，黃雨警示掩至，半小時後轉紅雨警示。港區
國安法忽然掩至，反對派追隨者說，風雲突變，
事前沒半點風聲。如果這是一場仗，會有策略預
告嗎？
過去周日的所謂「街頭抗爭」，已不見反對派

大佬現身，他們都躲在家裡「精神支持」，走得
快好世界的，往往都是有後路的人，留下街頭一
批暴力棄兒在苦苦掙扎，可悲啊。

貪勝不知輸

每每聽人說，
法國人不懂英

文，或者英文說得不好，就感到有
點奇怪，「雞腸字母」國家學習另
一「雞腸字母」國家的語言，有什
麼難度？
後來讀了一點西史，終於明白箇
中想當然的秘密了。原來法國和英
國有過近百年的戰爭歷史，老一輩
法國人大概為了維護自己的民族尊
嚴，如無必要就不說英語，迫於無
奈非說不可時，也為了民族尊嚴故
意咬音不正。
這情況跟我們方塊文字的民族就
不同了，尤其是香港出生那一輩英
治時代培育出來的精英，英語的流
利程度，已給國際公認為比其他以
英語為主語的華人社會國家發音準
確得多。隨着大半世紀前「唐字
音」英文的西崽漸漸老去消失之
後，R讀「丫奴」、Z讀「二石」
的口音至少已降至1%了。
可是奇怪的現象是，隨着英語發
音正確率上升以後，很多新一代的
廣東雙語高學歷精英，英語說得如
何流利，說起本土粵語，正確率居
然下跌到90%甚至以下。不信請先
留意聽聽那一代對「我」字的發
音 ， 總 是 說 「OR」 而 不 是
「NGOR」，之後說到「牙」、
「藝」、「外」、「銀」等字同樣

不帶NG聲母發音，這個錯誤是不
是比R讀「丫奴」、Z讀「二石」
聽來更礙耳？
過去父母每見小兒呀呀學語時，

碰到上述沒帶聲母那幾個字的發
音，都會認真為他們的口齒欠準而
糾正，不知道是不是今日太多新成
長的一輩多由外傭照顧長大，而雙
職父母又不在身邊，沒細心聽過孩
子講話，咬音正確不正確都懶得去
管，也就任由那些所謂「懶音」見
怪不怪流傳下去，直到成長後在同
輩群體中，大家都這樣說時，便以
「嘥口」為「潮音」。
但是孩子氣的「懶音」出自成年

人之口，那種感覺跟說「丫奴」也
好不了多少，帶有NG正確發音那
幾個字不只聽出粵語細緻骨子味
道，而且發表重要講話時，才不至
於感到這個人幼稚而欠踏實。

「Ｒ」與「我」

但凡有點文學情結的人都
有一個共同點，對天氣，對

季節都相當的敏感，容易多愁善感，傷春悲
秋，到哪裏都一樣。
西澳在一個月來遭遇了兩次極端的天氣，兩

次都是難得一遇的瘋狂的暴風雨，這讓久困在
疫情中的人們愈發地鬱悶了。本呆也不例外。
如此，若是有朋友在空閒時發來信息表示關
心，本呆心裡便覺得無比的溫暖，對對方充滿
了感激。
前些日子本地新聞報道的一個騙局便是在這

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西澳在澳洲屬於偏遠地區州，比起其它的各
個州來更加地廣人稀，華人喜熱鬧，移民西澳
的相對也少。疫情期間，在此工作定居的一名
華裔女子通過網絡結識了一名自稱是她的同
鄉，投資移民來澳，事業有成的男網友，在聊
天過程中發現彼此有很多的共同點，男網友每
天不間斷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她噓寒問暖，
關懷備至，令這名女子覺得感動不已，感覺自

己孤獨地身在異鄉，上天竟然如此慈悲地賜給
她一個天堂。誰知這一感動，便是順順當當地
掉進了騙子的圈套。
聊天的時間長了，這名女子與男網友確立了
網戀關係，並商定疫情結束後要一起回國去見
彼此的父母。升級成了戀人的男網友既是「事
業有成」，便自覺有義務幫助「女友」在她停
工無收入期間帶她賺錢。結果可想而知，出於
對「男友」的信任，她和「男友」一起在網絡上
買賣數字幣，通過對方耍的手段嘗到幾次賺小錢
的甜頭之後，這名女子開心地認為自己很幸運
地收穫了愛情，又收穫了金錢。最後，這名女
子終於把自己辛苦積攢的幾十萬澳幣悉數轉進
了騙子的賬戶，愛情未得到，錢包被掏空，人
也從自己想像的天堂掉到了悔恨的地獄。
孤獨和輕信很容易影響一個人的判斷能力，

其實網絡上遇到真愛是有的，但網絡上遇到
「真愛」帶你賺錢的可能性並不大，天上只會
掉下大風颳來的爛木頭，而不會落餡餅來砸你
的頭。在這個騙局裏，金錢的利益必定超過了

情感的吸引，比病毒還致命。
我時常想起剛來澳洲時認識的那對老夫妻，

他們是普通的澳洲人的代表，做着平凡的工
作，過着平淡的生活，看似摳門吝嗇，卻是掙
着自己該掙的，不屬於自己的利益一點都不會
要，也不相信會有憑空而來的財富，感情亦沒
有轟轟烈烈，卻是細水長流。他們過得平常，
卻是很幸福，因為他們內心踏實、安穩。
「貪字得個貧」是我很喜歡教外省朋友說的

一句廣東話，喜歡這句話，不單單因為它是我
從小就聽到的一種很淺顯的道理，也因為它是
我認定的一種必然的因果。譬如人們貪錢，失
去理智，往往會陷入各種騙局；譬如人類貪地
球的資源，過度開採破壞，常常會受到大自然
的各種報復。就連物質之外的感情，大多也是
因為過於貪戀而「情深不壽」。
《論語．鄉黨》裏有一句「適可而止」。若
是人們的貪念都能夠適可而止，病毒的肆虐也
能夠適可而止，大抵我們就能夠尋回最初的幸
福了。 （澳洲漫遊記之十八）

貪與貧全在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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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裡我經常給母親科
普一些新型詐騙方式，這
不行那小心，沒想到自己
就遇上了騙子。上個周一
上午，接到一陌生電話，

對方報上我的姓名，又報上某個朋友的姓
名，說他欠了他們公司多少萬，現在處於失
聯狀態。聽得我手心冒汗，又滿臉蒙圈，對
方繞了好幾個彎，不過是要套錢。幸虧那會
兒我大腦反應快，說他也欠我錢，公安部門
已經立案，對方很快就掛掉了電話。
世事複雜，人心詭異，沒有防身盔甲很難

闖蕩江湖。過去，我經常聽身邊朋友說︰
「我很單純，做事簡單，與人相處沒有那麼
多心機。」其實，我也在不同場合這樣說
過，經歷這場疫情後，我改變了看法。「都
是成年人了，動輒張口閉口說自己單純，做
事不過大腦，不過是去掉『單』字，變成了
蠢！」朋友安瀾的一番話讓我醍醐灌頂。她
上大學時就開始創業，十多年來闖關爬坎，
有了自己的公司。她的過人之處不是賺了多
少錢，而是驚人的執行力和意志力。近來聽
了她的一堂管理課程，純屬旁聽心態，卻收
穫很多。
安瀾緩緩地說道︰「我喜歡複雜。愈複雜

愈好。有個成語叫『渾水摸魚』，池塘裏的
水攪得渾濁了，才能摸着大魚。就像職場，
有些地方看似一團和氣，私下裏矛盾激烈着
呢。所以，不如就放手讓大家去廝殺，去博
弈，去較量，攪渾一池春水，這樣最能激發
戰鬥力。戰鬥力也是發展的生命力！」她
說，曾經有兩位新來的女員工，工作上出現矛
盾，互不服氣，先後給她打電話告狀，她分別
對她們說︰「你們都不服氣，不如拿出真本事
來PK，用實力說話，看看誰到底能打敗
誰！」這不過是激將法。後來，兩個員工同
時站在了公司年會銷售冠軍的頒獎舞台上，
她們眼裏閃着淚花，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我頓悟，直面複雜，敢打敢贏，才能活出

精彩。複雜的反義詞，不是簡單，而是懶惰
和無知。從小到大，大多數人都在被保護中
長大，關黑屋、吃皮帶，聽着「小兔乖乖」

的童謠，在父母過度保護中變成了「小
白」；長大後，我們又總是被刻板思維模式
所框住，想當然的以為非黑即白，非好即
壞，非方即圓，評判事情的時候容易走極
端，不討論出個標準答案不肯罷休。就像最
近一段時間，「《方方日記》在海外出版」
引發網友們的口水大戰，褒貶兩極化，直接
把人們分成了兩個陣營，或支持，或反對，
雙方各執一詞，不辨出個高低對錯死不罷
休，這恰恰是粗暴的思維和智性的懶惰。魯
迅先生早就說過︰「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
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還沒闊氣的要改
革。」無論時代怎麼變遷，人性的根柢沒有
變。世界本身是圓的，何必要鑽牛角尖呢？
殊不知，善惡之間才是最迷人的地方，這也
是古往今來無數作家孜孜矻矻難以窮盡的精
神空間。複雜，是人性的迷彩服，是生活的
萬花筒，是靈魂的凸凹鏡。黃孝陽在小說
《人間值得》中闡述，「人所犯下的罪惡，
高過人的頭頂，哪怕不被司法追究，亦是人人
所難承受的。」但是，貪婪、傲慢、淫慾、嫉
妒、懶惰、猜疑、暴怒等七宗罪，相對應的是
渴望、自信、進取、安靜、好奇、力量，所
以，七宗罪不是人的罪，皆有人之真性蘊藏其
中。抑或是說，這就是真實的人性所在。
我讀過最複雜的人性大書莫過於曹雪芹的

《紅樓夢》。小說中有五個人的名字帶有
「玉」字，分別是寶玉、黛玉、妙玉、蔣玉
菡、紅玉。最讓人容易過篩忽略的正是紅玉，
她原名林紅玉，是林之孝夫婦的女兒，「容長
臉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乾淨」，因與寶
黛名字犯沖，改名為「小紅」。改名，也改寫
了她的命運，本該排位第三的丫鬟，她卻心氣
高，有膽識，愣是將手頭的一副爛牌打得漂
亮。本來林之孝送女兒進怡紅院是做份簡單
活兒，她偏不，甘願自討苦吃。先說倒茶。
一天晚上大丫鬟都不在屋裏，她僭越本分給
寶玉倒茶，遭到秋紋譏諷和唾罵，「沒臉的
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去催水去，你說有事
故，倒叫我們去，你可等着做這個巧宗兒。
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她的
露面，引發碧紋、碧痕、晴雯等的爭風吃

醋，她卻給寶玉留下好印象。再說傳話。芒
種時節沒人願為鳳姐傳話，中間摻雜四五檔
子事，她自告奮勇，深得鳳姐歡心，「好孩
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
似的！」並為她翻牌子，「明兒我和寶玉
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一可不
知本人願意不願意。」小紅的接話堪稱職場
教科書，「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
只是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
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她就這
樣順利晉級，達成心願。
寶玉生病一個多月，賈母要賞賜服侍他的

一群丫頭，這時候佳慧滿腹抱怨自己撈不
着，小紅說道︰「也犯不着氣他們，俗話說
得好，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誰
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
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一語驚人，點
出所有人的結局，曹雪芹借一個十七歲丫頭
說出的人生哲理，擁有雙重警示：一來暗示
她的遠見，脂硯齋點評說小紅日後去監獄神
廟打通關節，救出寶玉和鳳姐；二來蘊藉人
性的溫暖，平視卑微者的過程中映照出生命
對生命的虧欠、不安和心痛。人並無高低貴
賤，任何生命都是造物主獨一無二的傑作，
這是尊重和呵護的必須。小紅詮釋了曹雪芹
的審美精神——人性可以如此細緻微妙，人
性也可以充滿狡詐惡鬥。她敢於爭位，也敢
於追求愛情，與賈芸的互傳手帕，定格住美
好的情緣。她直面複雜，在一群伶牙俐齒丫
鬟陣營中搶奪話語權，「他素昔眼空心大，
是個頭等刁鑽的丫頭﹙寶釵評價﹚」，小紅
讓我看到另一種向上掙扎的迷人姿態——勇
敢才配得上的好運，複雜才配得上的努力。
每個人都是複雜而縝密的矛盾體，無論從

事何種職業，我們端穩飯碗和贏得自己的密
碼只有兩個字：意志。意志取決於努力倍
速，取決於勇敢指數，取決於我們在人世間
披荊斬棘的無懼無畏。所以，與其試探與抱
怨，不如出擊與行動，畢竟再複雜的關係背
後都不會偏離愛的靶心，有多複雜就有多
愛，有多矛盾就有多勇敢，這是我們獨闖世
界的基本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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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本身是圓的，有多複雜就有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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