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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文匯要聞

無懼風雨 走在前線
文匯記者回憶採訪極端天氣和重大災難經歷

「我當晚接到order，即刻前往杏花邨，到了後，
風吹得好勁，我幾乎站不穩。」香港文匯報突發記
者鄧偉明在9月1日晚上接到報館通知，到當風地區
杏花邨、鯉魚門拍攝超強颱風「蘇拉」吹襲香港的
情況。儘管知道天文台已掛起了十號波，他還是二
話不說即刻動身前往，頂着狂風暴雨從前方拍攝到
「蘇拉」吹襲杏花邨、鯉魚門的實況。他說，文匯
報追求真實客觀的報道，正正培養了文匯記者專業
拚搏的精神，這也確保了面對極端天氣下的惡劣環
境，文匯報記者能夠克服恐懼衝到重大事件第一
線，為文匯讀者帶來第一手真相。
鄧偉明在動身前往杏花邨前，雖已穿上雨衣，做
好全身保護，但依然擋不住十級風力。「風好勁，
我幾乎站不穩，有雨衣也沒用，很快全身就濕透
了。當我側面對着風時，眼鏡更差一點被風吹走，
只有戴上眼罩才能保護眼鏡不被狂風吹走。」
他指，在橫風橫雨中，能見度極差，他靠着石柱勉強支
撐自己拍攝現場情況。「突然間，我聽到『轟』的一聲巨
響，嚇了一大跳。」回頭一看，休憩公園花槽內的一塊籬
笆，遭狂風吹起撞到了石柱，似炸彈爆炸一樣發出了巨

響。「我當時就站在石柱旁邊，這塊籬笆就像刀片一樣，
我心想如果沒有石柱擋住它，後果真的堪憂。」

「記者是一份充滿挑戰性的工作」
身為一名資深的突發記者，鄧偉明指，這次「蘇

拉」吹襲香港，帶來的十級風力真的是前所未有，自
己記者生涯以來也是第一次遭遇這種極端天氣。「說
真的，在十號風球下，大部分市民都在家中不敢外
出，我們卻是相反，偏偏是哪裏危險就到哪裏去。」

在籬笆撞擊石柱後，同行們都說我們最好暫避到
安全的地方。那時很多商場都已經關門，最後大家
只有到商場旁的擋風位置暫避風兩。「我全身早已
濕透，身體又濕又凍，真的感到狼狽不堪。」
鄧偉明性格好動，愛好攝影，也鍾意戶外工作，直
言很喜歡當記者。「記者是一份充滿挑戰性的工作，
可以看到很多人平時看不到的人事物境，這份職業很
適合我。」他說，作為一名突發記者，在得知一件突
如其來的社會事故後，總是要最先衝到最危險、最恐
怖的前方，第一時間為讀者們帶來第一手資訊，他相
信這是記者應有的專業精神。
他於1995年入行做突發記者，後來加入香港文匯
報也有11年了。在長時間的工作環境淬煉下，他已
能夠克服內心的恐懼和擔憂，拿起相機對準現場拍
攝，採訪經驗十分豐富。尚有兩年多他將退休，鄧
偉明說很高興能夠加入文匯報。「追求真實客觀的
文匯報精神，才培養出記者專業拚搏的精神，讓我
在一次又一次的採訪工作中不斷加強了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發生黎克特制
9.1級大地震，引發30米高海嘯，造成數十萬人
喪生，百萬人無家可歸。災難現場的情況如
何、當地的港人是否安好，都在牽動着文匯
報人的心。當時還是香港文匯報「新丁」的
葉傲冬臨危受命，立即出發到布吉及寇立
實地採訪。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憶述
那段經歷時表示，現在想起當時的畫面，
依然心有餘悸，但仍感激報社派遣自己前
往，因為實地的報道能讓更多人了解前線
最真實的一面，也能為因災難而感到絕望
的朋友，在黑暗中帶來希望。
「護照有沒有過期？沒有的話就去一趟泰
國吧。」隨着主管一句簡單的指令，當時仍是
「新丁」的葉傲冬，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踏
上了前往泰國之路。
「自己第一次到外國做災難報道，出發前急忙購買

電池備用時間較長的電話，連電話卡都來不及準備。登
上飛機後，服務人員都覺得非常奇怪，為何有人在這個時間段
前往布吉。」他回憶道。
抵達布吉後，葉傲冬一心只想協助尋找傷者，呈現前線最真實
的情況，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前往收留傷者的廟宇。他憶述，當
時乘坐的車輛在廟宇百米外的油站便停下來，不敢再向前駕駛，
「當時心中已微感不安，戴上N95口罩下車後，依然傳來濃烈古
怪氣味，只見眼前停放一箱箱的貨櫃，裏面全都是已經腐爛的屍
體。」
隨着步伐愈發深入，愈來愈多的死者和傷者映入眼簾，場面震

撼而恐怖，但身為專業記者，他依然舉起手中的筆和相機，觀察
和記錄眼前的景象。他說，當時通訊設備尚不發達，連電腦都需
要輪流使用，於是攝記使用電腦上載相片，而他則透過報料的方
式向同事講述災難的情況，再由同事執筆，數日下來，光電話費
用便已超過20,000元。

報道重大災情 承受巨大心理壓力
在前線數日的訪問中，最令葉傲冬深受感觸的，是在寇立一間
醫院中，找到一名8歲的香港女孩。他說，當時只有自己拍攝到那
位女孩，但為了讓更多香港市民了解受災港人的資訊，依
然與同行分享了成果，「後來
得知女孩亦傷重離世，心
情十分沉重，但想到她全
家都已在災難中去世，自己
亦承受重傷帶來的莫大痛
苦，相信對於她而言也是一
種解脫。」
負責報道重大災情的記者
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
力，還要克服不同的報道挑
戰。葉傲冬說：「無論任何艱
苦環境都要克服，這次前線採
訪經驗，不但對我的記者生
涯，甚至對我的人生都是非常
難能可貴的體驗，讓我收穫良
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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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颱風、黑雨等極端天氣情況，突發記者往往是走在
最前線的人，但天氣的變化有時令人難以捉摸。香港文匯
報突發組記者劉友光說：「颱風『蘇拉』最初靠近香港
時，日間天氣狀況都良好，但入夜後便開始大風大雨。我
們必須要時刻留意突發情況，例如有樹丫被風吹斷，砸到
市民家的屋頂等等情況都容易發生。當我們收到相關消
息，無論多大風雨，我們都要即刻趕往現場。」
「這是我在香港文匯報做突發記者的第十一年，做得這行我
就已經習慣身處風雨中了。」劉友光語氣輕鬆地說出身為前線
記者的感受。他坦言，這些年經歷的突發事件太多了，而採訪
的場地通常都是在戶外，戶外環境變化多端，事件情況亦難以
預料，如遇到山泥傾瀉，要徒步上山；遇到黑雨襲港，要冒雨
前行……種種困難都需要自己想辦法克服，更要與時間賽跑，
因為大家都想以最快的速度趕到現場，拿到第一手資料，拍攝
到更多更好的相片，為讀者帶來前方的最新情況。

連踩逾十句鐘 準備充足上陣
身為一名突發記者，有時候要連續十多個小時返工，也會遇

上回不了家需要在外過夜的情況。他說：「如有次在離島地區
發生了突發事件，採訪時間較長，一上島因為交通問題回不了
市區，我就留在當地做足兩日報道。」雖然超出正常的返工時
間，劉友光認為無礙，「大家都是為了將新聞報道好。」
「大風、大雨、可能回不了家，這都是突發記者需要面

對的事情。」劉友光坦言，自己再心急如焚，都一定會衡
量當時的天氣及沿途狀況，並做出相應措施。好在他本身
喜歡戶外活動，這個愛好幫助他能很快適應突發記者的生
活。「剛入行時，就有前輩傳授經驗，要做好充足準備上
陣。安全裝備、充飢乾糧都是必不可少的。」
「好似去採訪山泥傾瀉的情況，我一定會下車徒步，最
好用安全帽、傘來保護自己，拍攝器材也一定會用塑料袋
保護好。」除此，他現在每日都會準備一些乾糧，如果遇
到要徒步上山的情況，不至於肚餓到手軟腳軟。
「蘇拉」走後不久，香港這兩日又因「海葵」殘餘相關

低壓槽帶來的暴雨影響，出現廣泛地區水浸，「身經百
戰」的劉友光想向讀者分享一些經驗：「香港之前也有試
過掛黑雨，那時我開車上路趕去採訪，但雨太大看不清前
面的路，但是始終都要往前走，我一定會打起十二分精
神，減低車速，並時刻留意周邊路況。另外，如果知道
前面有大水坑或者危險情
況，我會選擇
繞道，香港的
路是四通八達
的，總能到達目
的地。」
75年的崢嶸歲
月，香港文匯報
與香港市民一同經
歷，風雨同舟。劉
友光表示，「未來
我們香港文匯報的
突發記者依然會謹
守專業精神，努力
將最前線的情況快速
傳達給香港市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子京

每逢大事發生，文匯在場。香港文匯報扎根香港，

多年來與港人風雨同舟。每當社會有大的事件發生，香

港文匯報記者總會第一時間走到第一線了解最新進展、

關心港人福祉。多名曾經和現任的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在香

港和海外，報道自然災害或極端惡劣天氣新聞，他們回

憶那段特殊的前線採訪經歷，雖然仍記得當時的危

險、困難，但留下更多的是身為記者的特殊歷練，

提供第一手優質信息的滿足感，以及對生命饋

贈更大的感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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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友光：應對突發變化 習慣身處風雨

「捕風捉影」攝「蘇拉」鄧偉明：哪裏危險哪裏去

◆2004年南亞海嘯，穿上保護衣的葉傲冬(左)出發到布吉及寇立實地採訪。 資料圖片

◆「蘇拉」過後，劉友光拍攝下工作人員清理塌樹。資料圖片

◆杏花邨風暴前夕，鄧偉明攝下一家庭為颱風作準
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