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使路途險要，縱使攀山涉水，
縱使捱饑抵餓，也無阻許作權、
翁育紅、梁家奇及潘蔚林 ─ 
四位於中大畢業的採訪記者那夥熾熱的心。
他們深入災區地帶，在汗水、淚水的陪同下，
毫無保留將四川的最新災情報道給廣大市民，
那份關愛，那種專業，
實在值得各位中大校友向他們致敬！

縱使家人失了，縱使心扉痛了，
縱使眼淚流了，也要積極面對日後的生活。
早前中大率先舉行賑災籌款活動，
共籌得逾128萬善款，
為災民送上第一個承諾。

縱使擔心了，縱使關懷了，縱使捐款了，
別忘記承諾是永恆的，行動只是剛開始，
中大校友要致力將校訓「博文約禮」
的精神宣揚開去，繼續為倖存者施予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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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04

夜雨嘩啦嘩啦打在成都軍
區醫療隊一個帳篷上，帳內寒氣
肅殺，各自瑟縮一隅的傷員、軍
人、消防、志願者和記者都被吵
醒。原本在戶外露宿的人，都探
頭進來，察看是否還有一席容身
之處，但都失望而回。

大地震後第三晚，震央映
秀鎮對外道路仍未打通，物資
匱乏，特別是帳篷。來救人的、
尋親的、採訪的各路人，吃的、
喝的、睡的都缺。我們一行慶幸
早到，霸了幾個連轉身都不夠的
「床位」。

輾轉反側夜難眠
褲頭一陣冰冷，像刺一樣插

入心，告訴我篷底入水了，不過
實在太累，直至背脊浸至通透，
身軀還不願動。想着幾十米外，
仍埋在瓦礫裏的人們，雨水滲過
千重石屎鋼筋，會否滴到他們的
唇邊？可讓他們撐久一點嗎？晚
上那麼冷，擠壓在天花和地板之
間的同胞，還有顫抖的空間嗎？
雨那麼吵，他們微弱的呼喊聲，
還能穿透縱橫交錯的縫隙，讓消
防武警聽見嗎？

滂沱大雨，大得要掛黑色暴

雨警告，想像白天的烈日，把地上
的一切曬乾，又提早嗅到更濃烈的
腐爛氣味……

迷迷糊糊，總覺沒有睡過，
仰天而望，天開始亮了，我卻撐不
住，身體抖得把旁邊的同伴震醒，
為我找來了幾個膠袋，在胸前保
暖，當然沒有作用。結了冰的腦袋
居然還能運轉，把膠袋擠進內衣，
暖了一點，仍沒睡着，眼睜睜看着
天亮。

（00崇基環境科學，03研究院新聞學）
　　潘蔚林    2008年6月1日　（無綫電視新聞記者）

一晚冰雨 一口熱飯

▲走入汶川路上，遇到一家湊合起來的倖

存者，把僅餘沒法補充的糧食，煮給我們

吃，也是三日來我第一口熱飯，菜是簡單

的嫩筍，美味無比，敢說是有生以來最可

口的。後來在鏡頭前許下諾言，不浪費一

粒米，至今未破戒。



記得到四川後的第四天，上
級指示要深入「青川」採訪，找可
能缺堤的「堰塞湖」。

相比起其他隊友，過程稱不
上艱辛，反而有三件鏡頭後的事，
有點後悔，沒有機會報道出來。

「一方有難，八方呼應」
第一天下午大約一時，在距

離「青川」一百公里左右出發，走
了不遠，就進入一條崎嶇山路。

這條長七十公里的山路，有
點像貫穿東涌至大嶼山南的「東涌
道」，但行車線只有一條，避車處
早給跌下來的大石破壞了，有部分
路段，路基也不穩，因為道路下的
泥土，已被震碎，坐在車子裏，晃
呀晃，一點也不好受。

走了個多小時順暢的路，開
始堵車了。

下車一看，赫然發現，山路
中，原來容納了數十，甚至數百架
大型車輛，包括貨櫃車、旅遊巴、
運油車、挖土機等等，全部都貼上
「抗震救災」的橫額……

就是因為它們，「大彎拐不
過，爛路走不過」，加上傳統內地
車手們永不讓路及隨意爬頭，結
果個多小時的

路，走了四個多小時才走得完。
心想，如果裏面有人等着救

援，這人要求神拜佛，救援人員
千萬不要坐車來，因為「八方呼
應」，是缺乏組織的「呼應」，最
終只會誤了大事。

有苦說不得
在車上過了一晚夜，第二天

找到「堰塞湖」，準備跟隨武警及
專家坐艇到圍堰，早上起來，與一
個青川縣水利部的幹部閒談。

「 地 震 中 ， 家 人 沒 受 傷
吧？」我問。

「託賴，沒有，但屋子沒了，
兒子上學的地方都沒了。」他答。

「那還算不錯呀，最重要是
家人沒受傷。」

「話是這麼說，但屋子是我
與妻子捱了廿多年賺回來的，這年
又終於把兒子送上學，現在一下子
甚麼都沒了，我已經五十六歲，孩
子才只得十歲，如何從頭開始？」

「政府好像說會給你們協
助？」

「協助？現在大家最關心
的，是救人及扶持那些家中死了人
的災民，我們這些只沒了財的，說
出來只會給人閒話。上級也說，
先協助災民，我們做幹部的，要
為人民服務，自己的事，暫且不
提……」

說罷，他抽抽煙，又去準備
救生衣了。

不一樣的災民
第一晚獲告知要留在青川，

於是將車停在一個不近山坡的小
鄉，打算以車上的乾糧作晚餐。

車子停下，發現有幾十個

鄉民，在空地搭了個大帳篷一起
避災。

帳篷內，有床，有被窩，有
風扇，最驚訝的，竟然還有電視
（中央台的訊號比我們酒店的還要
清楚），還有一個有爐頭的煮食角
落。

我們整天沒吃東西，膽粗粗
的向鄉民問可否煮點熱食，一個大
姐知道我們是記者，就應承了。

三大碗麵，材料只有蛋絲，
自己加醬油，回味無窮，向大姐付
錢，她堅持不要。

剛參與搜救的武警們，也整
天沒吃過東西，大姐也免費為他們
煮麵。

「你們辛苦了，吃多一點，
災區的事，就靠你們了。」

感覺窩心，原來，記者與救
人的武警，在災民心裏有着一樣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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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聯合新聞及傳播學）
　　梁家奇    2008年6月3日　（有線電視新聞記者）

鏡頭外 窩心內

▲梁家奇捧着的蛋絲麵，在災區已令人回味無窮。

▲災民棲身於帳幕，竟然電器齊備。

▲堰塞湖是今次採訪的目的地。



                    

（03新亞新聞及傳播學）
　　許作權    2008年6月1日　（有線電視新聞記者）

「你要好好保重！」，在四
川遇到的每個受訪者，我都會這樣
向他們道別，這也是我深入災區的
十天裏，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5.12上船變上機
5月12日下午，原本被安排到

長洲採訪一年一度的搶包山比賽，
一場世紀大地震，結果令我由上船
變成了上飛機。上機時，我怎樣也
估不到，傷亡會如斯慘重……

抵後首兩天，先後到過重
慶、成都、都江堰，看到的盡是頹
垣敗瓦、滿目瘡痍的景象，聽到的
只有滂沱大雨聲和呼天搶地的哭叫
聲……

到了第三天，我和同事們，
跟隨解放軍救援部隊，乘坐衝鋒
舟，從水路進入震央汶川採訪。到
了汶川，衝鋒舟還未泊岸，幾百個
疏散的災民已爭先恐後，打起架
來，誓要登上我們的舟，離開這個
地獄般的死城，衝鋒舟差點兒弄

翻。他們不少人步行了數天數夜來
到這裏，決要離開自己的家園，我
訪問他們：「你要到哪裡？現在有
甚麼打算？」沒有人能說出答案。

汶川通訊中斷，手機完全收
不到訊號，連我們帶來的衛星電
話，也未必能夠跟外界聯繫。倖存
的災民，一個個的哭着走過來，央
求我們幫助他們打電話，聯絡失散
的親人。不知道是手機真的無法接
通，抑或是親人遇上了不測，電話
撥了一整個下午，始終無法接通，
他們哭着的來，結果還是哭着的離
去，面對一個個無助的臉孔，我幫
不了他們，心裏很酸、很痛，一股
無助的感覺湧上心頭。

互勵互勉度難關
這個時候，我在其中一個小

鎮，無意中發現了一群守望相助的
鄰居，有些人本來互不相識，甚至
會發生矛盾，但經歷大災難後，大
家互相扶持，用支架和帆布搭建了

帳篷，建造了一個個臨時的小社
區，共度難關。

天終於放晴了，沉重的心情
也稍為紓緩一點。觀眾在新聞片
段裏，看到無數個傷感的故事。
但我看到的是，有更多的災民，
哭過痛過以後，很快便收拾心
情，堅強、樂觀地迎戰未來。我
有時會想：假如香港人遇到同類
的難關，能否表現得同樣堅強？
我真的不知道。

重建的路途遙遠而漫長，
不知道自己在路途上可以貢獻甚
麼，至少我可以衷心地再說一
遍：「你們要好好保重！」

特稿06

5月19日，回港後的第一天，
在電視及報紙看到四川大地震的
新聞，忍不住不停地流眼淚。14
至18日到過綿竹漢旺、都江堰、
什邡華、北川等重災區，5天中

我只滴過兩滴眼淚，想不到
回港後竟然控制不了自己，
哭了兩天才平復。
災區到處盡是廢墟、挖

出的屍體擺滿地，呆滯的眼
神、痛苦扭曲的面孔，得知
親人死訊後捶胸頓足、撕心
裂肺痛哭，救援人員抬屍奔跑

而過……無數令人痛心的場面。
全國各地支援救災，消防員、解
放軍、醫生護士、志願者……每
一個人緊守崗位，搜救人員的堅
持和信念，令人由衷敬佩。

震後防疫、復工復課、重
建、心理創傷治療……災民面前
還有很長的路。希望大家伸出援
手，支援災區。另外，最近的災
難新聞均很令人傷感，願大家化
哀傷為力量，珍惜身邊一切，過
好每一天，別讓哀傷的情緒籠罩
着你。

　5月14日，重災
區綿竹漢旺鎮東
汽體育館廣場上
擺滿從瓦礫中挖
出的學生屍體，
有家長看到子女
屍 體 時 崩 潰 痛
哭。 

▲

做個勇敢中國人

　　翁育紅    2008年5月22日　（星島日報中國組記者）
（04逸夫地理及資源管理系）

讓哀傷變身

▲梁作權（右）攝於解放軍衝鋒舟上。

▲5月16日攝於重災區綿竹市漢旺鎮廢墟前。

▲紫坪鋪鎮上的頹垣。



                    

大學上下同心 
募捐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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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四川地震受災網站
中大為表對四川地震的感思，

在網上架設「5‧12」網頁，集合
中大人在四川的所見所聞，以至四
川地震的事態發展，亦包羅大學與
「5‧12」相關的資訊。並希望藉
着這個網頁向罹難者致哀，為倖存
者祝禱。歡迎瀏覽：http://www.
cuhk.edu.hk/iso/chinaearthquake/
b5/index.html。

另外，中大太空與地球信息研
究所啟動對「5‧12」四川大地震
的受災影響評估網站，http://www.

iseis.cuhk.edu.hk/gb/special/
sichuan.htm。

網站主要包括由中大太空與地
球信息研究所、台灣大學及美國密
西根大學中國數據中心合作編制的
災害地理信息地圖，以及最新的災
害遙感分析數據，讓公眾從衛星遙
感數據更深入、客觀和全面地了解
這次地震的破壞情度，以及災害的
影響。目前網站信息包括災害地區
地理信息圖，以及災害地區遙感數
據。

四川省汶川縣發生黎克特制八
級強烈地震，地震災情嚴重，中大
人向來關心國事，賑災不落人後，
大學為協助賑濟四川地震災民，特
設戶口呼籲各校董、職員、校友和
同學，所得善款全數交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賑災籌款
辦公室，在各方的支持下，至5月
28日大學共籌得1,288,200港元，
作救災之用。

除校內的內地本科生聯合會及
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在校內舉行追
思會外，各校友組織亦鼎力襄助，
以期給予災民實質援助。如中大校
友評議會、中大校友會聯會（聯會）
及新亞書院校友會先後向所有中大
校友、聯會會員及新亞校友發出捐
款呼籲，並將所收集的款項交予相
關的賑災單位。同時，聯會旗下積
極支持內地貧困地區教育的小扁擔
勵學行動在災後則密切注視受影響
地區，研究如何協助重建，使當地
教育盡早恢復正常。（詳見本刊頁
51）校友以個人名義自發或應校方
呼籲向有關救援機構慷慨解囊者為
數更多。蔡宏校友（77新亞工管）
更特別捐出多本由其編撰，以研究
西漢至明末各種陶瓷馬俑為主題的
精美書冊「不朽的馬」（Horses for 
Eternity）作義賣，以籌款捐助「新
亞四川學校重建基金」。

海外的校友同樣心繫家國，關
心受災的同胞。中文大學海外校友
會（北加州）的校友與其他大學的當
地校友組織將於9月14日舉辦籌款
活動以協助災民度過難關。另一邊
廂，在加拿大之中大安省校友會及
在澳洲維省之校友會亦呼籲校友捐
款賑災，讓災民紓災解困。

各位校友：
急難之後 長期支援
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至今，已有六萬八千多人罹難。相信大家

和我一樣，每天閱報看到傷亡數字不斷攀升，都會感到椎心之痛。
六萬八千不只是統計數字，五月十二日巨災突降前，他們是一個個
有血有肉的人。就像都江堰、綿陽、北川、映秀等，也不只是地圖
上的名字，而是數以萬計災民生於斯、長於斯的家園。

霎時間失去親人，家園盡毀，災民遭逢的巨變何等慘痛，匪
言可喻。地震發生後，我們馬上設立賑災戶口，呼籲全體中大人向
災黎伸出援手。截至五月二十八日，短短兩星期內共收到善款港幣
一百二十八萬八千二百元。我謹此衷心感謝捐款者熱烈響應，慷慨
解囊。

解救災胞倒懸之急，只是第一步。災區的重建工作任重道遠。
大學已把迄今募得的善款轉交中聯辦賑災籌款辦公室作救災之用。
倘若各位中大人有意再解善囊，可繼續捐款至大學的賑災戶口（恒
生銀行帳號：293-005005-022）。

此外，大學即將設立名為「暖意長流 念念歸川」的網站
(www.cuhk.edu.hk/iso/chinaearthquake)，報道中大人參與賑濟四
川地震災民的工作和相關消息，希望各位繼續發揮民吾同胞的精
神，積極支援災區重建工作。

最後告訴大家，早前據報地震時身在四川、一時聯繫不上的中
大學生，校方已與他取得聯絡，得悉他安然無恙。請各位放心。

劉遵義謹啟
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

重建災區 任重道遠
校長公開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