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常的電視新聞實踐「人文關懷」 
 

 

是這樣的，在「香港電視」2014 年 4 月 11 日宣布裁員消息的前一天，這

個前途未卜的新聞部，有半數同事去了天水圍執行採訪任務，拍攝被迫遷的德

怡幼稚園最後一天家長會，以及訪問校長和家長。隔天，同事把影像及訪問素

材剪輯成兩條短片，分別是《校長話》和《家長話》。短片透過社交媒體

facebook 臉書傳播，幾天後共錄得超過 10 萬次觀看，過半數收視來自「校長

話」。 

 

為甚麼一條 3 分多鐘、沒有記者旁白、只剪輯了校長 6 段說話的新聞短

片，能吸引逾 5 萬次觀看？ 

 

我不排除部分原因是「港視效應」，因為這條片在臉書的貼文寫道是新

聞部「最後作品」，受眾在同情心驅動之下，收看這個作品以示支持及鼓勵。

另一個原因，是《主場新聞》的報道，幫助刺激收視。於我而言，會認為這條

短片實踐了 「人文關懷」的精神，感動了受眾，幫忙分享，才累積可觀的收視

數字。 

 

前途未卜下的實驗作品 
 

嚴格來說，《校長話》是一個試驗作品。它的出現背景是在一個非常時

期，新聞部「開荒」小隊的 8 位同事，一邊在等待管理層決定電視業務的前途，

一邊仍在嘗試創新電視新聞報道。所以，真的感謝這群同事的專業精神，願意

採用「破格」手法，去採訪和報道被迫遷的天水圍德怡幼稚園，最後一天的家

長會。 

 

要破格，因為我們假設受眾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或多或少也知道德怡事

件；再加上當天的家長會已是第 3 天的活動，當多家電視台、電台和新聞網站

不斷在報道事件的最新發展時，我們還在用慣常的拍攝、訪問和剪接手法，受

眾不會選擇收看我們的作品。於是，我們嘗試「另類」採編原則，希望發掘當

中具有「人情趣味」的新聞價值，讓事件中的當事人發聲，包括德怡的校長和

家長，在「救校」行動背後，她們追求的，是甚麼樣的價值觀。 

 

有別於傳統的「1+1」電視新聞採訪方法，即記者訪問加攝影師錄像，我

們選用「1+3」，即記者加 3 名具有攝影及監製功能的導演。這種安排的好處，

是同時間同場地可作多角度錄像。以我們的安排為例，在訪問校長時，一部攝



影機錄像和收音的同時，另一部機可捕捉校長的近鏡表情，第三部機則可以去

拍攝其他相關畫面。當拍攝學生上課及校長坐在後排視學時，3 部機可分工，

一部拍學生，另一部拍老師，其餘一部拍校長。 

 

結果，在後期製作時，剪接師會很高興，因為她發現很多鏡頭可以選擇，

可以在有限的 3 分多鐘報道時間，盡量展現的不僅是校長的外表、臉容、學校

的生活片段，還有校長看著學生上課時流露的眼神，甚至看到校園角落掛著的

學生勞作的細節。這些畫面配上校長的感言，我們希望受眾可以從這種角度，

認識這位女性為甚麼要「抗爭」。 

 

電視新聞採訪「1+3」方式 
 

有行家會質疑，實驗作品當然可以用「1+3」採訪方式，但現實的電視新

聞採訪運作需要顧及成本效益，他日我們開台，未必會這樣做。就是因為要開

台，面對的不只是電視台新聞機構的競爭，任何要受眾消費時間的資訊和娛樂，

也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因為受眾時間有限，而在網絡發放的新聞信息超多選擇，

故此我們需要改變採製流程，否則在少於其他電視台新聞部一半人手的情況下，

選用同樣的採製方法，沒可能有競爭力，

作品的收看價值也不會高。 

 

另外，我們選用「1+3」的考量，

除了應付日常的新聞報道需要，也是為

了每周製作公共事務節目，以及特備時

事節目等準備素材。通俗來說，是「一

雞幾味」的做法，也是「小資本」經營

的電視新聞部一種具成本效益的生產方法。雖然，我們要考慮控制成本，但在

策劃上，我們原來計劃成立一支有 20 人參與的專題組，任務是每天集中採訪和

報道一個熱門議題。像德怡事件，專題組便要用「1+3」方法。我們不敢說撥出

很多資源，起碼是「合理」的人手和時間，讓同事完成任務。 

 

說了大半篇文章，也是在說採製，那跟「人文關懷」精神有甚麼關係？ 

 

試想像，如果一個電視記者之前沒有跟進德怡事件，今天才被旨派採訪

家長會最後一天；並因為要趕及在指定新聞時段播出，需要以「1+1」方法限時

內做訪問及拍攝畫面，這個記者會怎樣處理？ 

 

我估計，記者會問校長及家長一些「大路」的問題，例如繼續問他們

「希望爭取甚麼」、「是否不滿業主安排」、「會怎樣繼續抗爭」等。拍攝方

面，記者會叫攝影師錄影一些「大路」的畫面，包括家長集會、校長和家長及

校友交談等。到寫稿時，因為要趕及 Deadline 前完成，會採用格式化寫法，用

三段記者的旁白，講述是日事態進展；中間插入兩段訪問說話，一段由校長講，

另一段由家長講。 

 

 



人文關懷由關心同事開始 
 

這種電視新聞的採訪、寫作及製作，是經典方法，我在過去 12 年兼職教

授新聞系學生時，也傳授這套方法。問題是，在今天資訊爆炸的高速網絡視像

時代，這種格式化方法，是否可以注入「人

文關懷」的元素，即關懷記者、攝影師及剪

接師的工作環境？讓參與採編及製作的同事，

有時間坐下來了解事態的最新發展，以及可

能出現的變數。讓他們協商報道的角度和拍

攝畫面的需求，如何能令故事連繫到受眾，

令他們反思或有所啟發？ 

 

我們認為，由關懷新聞部的工作者開始，同事到場採訪和拍攝時，很大

機會發掘到好的素材。以《校長話》為例，3 分多鐘的報道剪輯了她 6 段說話。

第一段是關於她的背景，原來是由「護士」轉做「幼兒教育」。接著第二段表

達她的教學理想，希望讓學生有安全感的環境下，發展性格和人格，感受愛和

學習尊重。校長的第三段說話，講了一個小故事，關於學生寫「校長」兩個字

給她，使她感受到學生的熱情。第四段表達了她經歷被迫遷事件，認為金錢以

外的，還有更重要的價值要考量。第五段是她這段時間的心情，包括她也是家

長，所以理解受德怡事件影響的家長心情，恐懼和憂慮。最後一段，校長認為

連日的「救校」行動是一次勝利，得到社會注意和支持。 

 

坦白說，在收看同事的作品前，我不認識德怡幼稚園的校長陳玉珊女士；

第一次看片的時候，也沒有以新聞部總監身分去批判，只是用一個普通觀眾心

態。可是，這段片是在「港視」宣布裁員消息後才收看，當閱聽了校長的說話，

加倍感受到她為了捍衛自己相信的，而爭取社會注意和支持，反思「公義」這

些命題，情況像極「港視」。再加上，剪接同事在最後一個鏡頭，畫面背景是

德怡幼稚園校門，前景是一個「終止」路牌，含有貼題的象徵意義，令我感受

到同事製作的認真。 

 

總結《校長話》這個實驗作品，由策劃開始，到採編和製作，都嘗試

「以人為本」，讓 4 位平均年資超過 8 年的新聞工作者應用「破格」方式。其

中負責訪問校長的記者，是我們的總編採主任伍耀棠先生，他也是一位家長。

我相信沒有他的功力，很難營造一個恰當的訪問氣氛，讓被訪者能夠放鬆說出

心聲。當然，沒有 3 位認真拍攝的導演及監製同事，包括黃詩雅小姐、郭子龍

先生及李景奇先生，也不能輕易把被訪者的感言，配合有意景的畫面，感動受

眾。 

 

李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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