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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行是「緣」新聞是「圓」熱誠卻未「完」 廖忠平輕談淺唱記者生涯
新報人 (2002年02月28日)，32(05)，第12頁。
 記者: 易詠欣。 攝影: 吳宛盈。 編輯: 盧詠詩。
永久網址 - https://sys01.lib.hkbu.edu.hk/bujspa/purl.php?&did=bujspa000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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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熟悉的圓臉，一口字正腔圓的讀音。這本是一個「圓」得可愛的配搭。想不到他對新聞工作的看法也是如此「圓」——新聞是在兜圈。
廖忠平坦言入行也是「緣」。他一九九二年畢業於當時的香港浸會學院傳理學院新聞系，畢業後在亞洲電視新聞部工作兩年半，後轉往無線電視當記者。或許你會想廖忠平當電視記者背後，是否有一些特別的原因，但他坦言：「我只是在大學時期『誤打誤撞』地選了入電視台做實習罷了，並沒有什麼特别。」無心插柳柳成蔭，多麼令人羨慕。
身經百戰 ● 笑談戰地採訪經歷
有留意電視新聞的觀眾可能會發現，廖忠平常常被公司派往外地採訪，好像美國的反恐戰爭，他就往巴基斯坦當戰地記者，他憶述：「在那兒什麼都不懂，公司在巴基斯坦的聯絡網也很少，有時真的想不到有什麼新聞可以做，唯有多動腦筋，出外逛逛。」有一次他在街上遊逛，見到一間店舖外貼了一張拉登的海報，於是便與店內的人們搭訕，發現拉登原來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他補充説：「雖然不是常常碰到可以跟進的新聞，但記者的接觸層面要廣，單坐著打電話採訪並不行。」
每有傳聞美國隨時向阿富汗動武時，廖忠平會隨時作戒備狀態，他笑説：「我很多時會和衣而睡，方便在必要時馬上出外採訪。」他端著冒煙的咖啡慢慢地品嘗。入行多年，他身經百戰，談到戰地採訪經歷時，記者本以為有機會聽到「戰地記者驚心動魄寅實錄」，然而他輕描淡寫的回答，不禁令人有點失望。
問及他當戰地記者有何困難，他皺皺眉頭，想了一想答道：「嚴格來説，香港並無戰地記者，因為香港傳媒並無對記者作這方面的訓練。」他批評香港記者的視野很狹窄，早二十年前，傳媒只純粹報道本地新聞；至中國大陸開放，本地傳媒才開始採訪大陸新聞，但也只是基於中港的血緣關係；到近十年，傳媒接觸的層面廣了，稍有進步，但卻只局限於靜態新聞，如選舉、領導人出訪、大型國際會議等等，過去幾場戰役，如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印巴衝突等香港傳媒都沒有派記者採訪。「今次九——傳媒派記者到現場報道，是因為目前這行的競爭愈來愈激烈，而且事件屬全球性問題，改變了全世界的經濟和權力架構，對香港的影響很大。」
從未受訓 ● 採訪戰場險象橫生
今次廖忠平到巴基斯坦與外國正式的戰地記者一同採訪，令他有不少反思。他深明香港傳媒不論在財力、人力和支援上都及不上國際的媒體。「在巴基斯坦報道時，我穿了件避彈衣，但比起外國戰地記者所穿的谷卻薄兩三倍，他們的避彈衣就好像《雷霆救兵》中的防彈鋼盔般。」説時廖忠平都不禁咧嘴而笑。他又説，外國的傳媒規模較大，有足夠的資源聘請一批記者專責戰地採訪，特別教授他們在戰地應有的觸覺和求生技能，如被游撃隊俘虜應如何處理等等。
廖忠平帶點無奈地説：「反觀香港在戰地採訪的記者，如果戰爭爆發，即時的反應並不會走到最前線。」他舉例道，如果北方聯盟推進喀布爾，任何一個記者都應該跟著北方聯盟的軍隊，但香港的記者就會有一點猶豫：第一，會考慮就算軍隊真的攻陷了喀布爾，對香港有何影響？第二，個人的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未來新聞如何朝著國際化的方向走，大家都仍在摸索，不是採訪主任和前線記者不肯做，而是不知怎樣做。」
入行十載 ● 熱忱還在？
當記者有如軍人般隨時候命，因為每分每秒都有可能有新聞發生。那廖忠平安排自己的私人時間可有困難？他笑説道：「當然有吧！所以一些老前輩和自己的經驗都説給自己知道，如果遇著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辦，最好請假。」他分享了他初入行時的一倜個經驗——在一個節日假期中，廖忠平與家人一同外遊，訂了下午四時的機票，他心想：「那天放下午一時，還來得及回家換衫拿行李吧！」誰知那天早上九時多，中電在立龍鼓灣的發電廠發生爆炸，剛巧公司又沒有人，唯有派廖忠平去採訪。結果到了兩時許，他迫不得已向採主表示要趕往乘機。最後他趕到機場，廖媽媽問：「你往哪兒去了？」然後伸手向他的臉頰一摸，原來滿臉都是灰塵。
除了「風塵樸樸」旅遊外，廖忠平亦因工作而成為一個永遠的「學神」。九六年時廖忠平斷斷續續地學車，正當他想在九七年排期考牌時，卻碰巧鄧小平去世，又要匆匆趕往採訪，結果至今也沒有考到車牌。
對於當記者要如此犧牲自己的私人時間，廖忠平覺得是值得的：「遇上重大的新聞，記者的本能當然是要走去看看。」説到這兒，他又頓一頓，眼珠一轉又説道：「不過做記者日子久了，少不免會變得冷漠無情，不時要用理性壓倒感性。」他舉了兩個具體情況——身為一個記者，如果你在蘭桂芳現場目睹慘劇的發生，會先救人還是先拍攝？如果你在一條偏僻公路見到交通意外的發生，你會立時打電話回公司還是九九九報警？廖忠平的選擇是先報警，「人命始終比新聞重要。」
繼續追問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感性還是理性的人，他低下頭，望了望杯底的咖啡沉澱物。「看情況而定吧！我覺得記者做事不應該表露自己的感情，否則會不夠客觀。」他冷靜沉實地回應。
新聞始終是一圓
常謂「太陽之下無新事」。一般人都會認為記者是一份新鮮而且極富挑戰性的工作，但過來人廖忠平卻説：「初入行的記者會覺得每天走來走去，見到很多不同的人和事，工作很新鮮，久而久之，就會發覺記者的工作其實都是在『兜圈』，見的是一樣的人，問的是一樣的問題，採訪的不外是政治、經濟、撞車、死人，始終是一個循環……漫慢地會變得麻木，有時與同事説笑，可能覺得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那現在廖忠平是否覺得他的工作非常沉悶？當然不是。「記者要常持著一顆赤子之心去看世界。」他認為越簡單的事情就越複雜，好像報道交通意外，以前只需報道何時、何地、何人，傷多少，警方怎樣説，但現在卻要留意車子有沒有改裝、安全帶是否合規格、司機有沒有醉酒駕駛等等。「有時真的很欣賞初入行的記者，他們會很有衝勁地走訪每一宗新聞，我也要向他們借鏡。」廖忠平説時語氣雖然平淡，但卻隱含著他對工作的一腔熱誠。
文：易詠欣
圖：吳宛盈
後記
在採訪的尾聲，廖忠平叮囑說：「如果真是很喜歡做記者，要有心理準備面對時間的轉移，很多同期的朋友和前輩都會一個一個的離開，最接只剩下自己一個，會覺得很寂寞。」這時小記心裡一酸，發現在鏡頭前，外表認真冷酷的新聞主播，在鏡頭後也有如此感性的一面。
就是多得新聞界中還有好像他那樣堅持這份執著的記者，才令社會的監察者得以薪火相傳。
編輯：盧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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