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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編緝十分凝重地問我，是否願意到曼

谷採訪七月初舉行的泰國大選。

這是我加入公司以來，第二次有機會出埠

工作，對我這個入行新丁而言，是個難能可貴

的機會。

編緝續說，這次旅程有可能遇上暴亂，甚

至是國家政變等事情，基於人身安全理由，叮

囑我考慮清楚。

回想最初，決定由政府的文職工作轉行做

記者，其中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親身經

歷和見證世界各地所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情，

以第一身的身份，了解人類的故事，甚至有

份 「編寫」歷史。現在這個黃金機會就擺在眼

前，二話不說，一口答應編緝了。還記得編緝

笑說我沒有一點矜持。

然而，當執拾行裝時，才發覺事態並非想

象中簡單。負責打點攝影器材的同事，為我和

同行的攝影師拿來幾個防毒口罩、兩對在中學

時代做化學實驗時所用的長方形透明眼罩，和

兩件粉紅色反光衣寫著「MEDIA 記者」。看來

大家都預計今次大選必有危險的事情發生。攝

影組的同事又教我，在遇到暴亂時，切記要走

在攝影師後面，用手緊扣著他的衣物，替他留

意後方的情況，又多番叮囑我們不要走散。我

留心地聽著，心情既緊張，又有點興奮，似乎

真的要目擊重大事情發生。

除了預備大選之行，旅程的另一任務，是

採訪有關泰國創意工業發展的專題故事。整個

旅程只有短短三天半，在時間編排上，對我來

說是一項非常大的挑戰。還記得在機場等待登

機前的一刻，還在不停打電話約訪問。在安排

訪問上，除了要善用時間，亦要顧及地點和車

程，突然覺得自己像變了旅行團的導遊，安排

著每一天的行程，除了採訪以外，這亦是記者

需要兼顧的事情。

難忘的採訪經驗

到達曼谷市中心已是晚上九時許，立即前

往一家移居曼谷的港人家庭所開設的餐館，為

採訪泰國大選之後感

大選前的新聞故事做訪問。然後第二天又忙著

訪問當地學者，作一些選前分析，和採訪一系

列有關創意工業的專題。說到「戲肉」，還是

大選當天發生的事情。

大選當天，早上八時許完成採訪一港人

家庭前往投票站的情況，隨即到民主黨領袖阿

披實會到的投票站等候。投票站還不算大，但

過百名當地跟外國記者與攝影師已紛紛佔據陣

地，佈下天羅地網，嚴陣以待阿披實的來臨。

我與同行的攝影師看見陣勢，有點兒不知

所措。我們一會兒待在入口處，一會兒決定轉

位置站在投票箱附近，大家就是不停討論著，

應站在那個位置，阿披實會在什麼位置下車，

預計其他記者和攝影師會有什麼部署，應否插

著咪線或只拿著咪牌，談著談著，最後還是

決定「臨場執生」，我們實在未見過這些大場

面，也不知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奇怪的是，心裡並沒有絲毫憂慮，反而

看見美聯社的攝影師和其他外國傳媒，可以有

機會在同一地點，與他們一起採訪同一新聞，

令我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跟來自台灣、日

本、意大利等地的記者互相認識和交換資料，

也令我感到香港的新聞以外，的確另有天地。

 等了差不多一小時，阿披實終於來了！所

有人像瘋了一樣湧到他面前，我拿著咪牌在人

群中穿來插去，心裡想，糟了！這麼多人，一

定逼不進了！沒有想太多，只管繼續逼進去。

不知是否因我的身形比較矮小，就這樣穿來插

去，過了一人又一人，竟然可給我走到阿披實

面前！那一瞬間，我意識站在面前這位泰國前

總理正看著我，我什麼也沒有想，就將咪牌放

到他面前，大聲用英文問了他三條問題，他也

竟然向著咪牌回答了！

 當我正想問第四條問題，已給後來湧上的

人群淹沒了！那一刻差點呼吸不了，旁邊一位

外國女記者不停用英文大聲講粗口，說：「你

們都瘋了！讓我出去！讓我出去！」 當然沒有

人理會她，而我也隨著人群湧著湧著，盡力再

嘗試走上前，那一刻有點想暈倒，天氣極度焗

熱，旁邊的人的汗味和呼吸聲都令我反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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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天空嘗試大力呼吸著新鮮空氣，不禁想起

若果真的暈倒了，也許會發生人踩人意外，幸

好最後也捱過了，但全身都濕透，妝也溶掉。

 這是我的記者生涯中，最難忘也是最有

成功感的一次！

香港人不能明白的事

其他難忘的事情還有很多，可是也有多件

令我摸不著頭腦的事情。

大選中其中一位參選人朱威，是當地一

位色情業大亨。在大選前，香港也有報章提

及有關朱威參選的事，但所報道的角度，大致

上是說：「什麼！色情業大亨也參選，真是笑

話！」然而，當我親身到當地採訪時，不論是

80後青年的博士生、碩士生和建築師都不約而

同地說會投朱威一票，這令我感到莫名奇妙。

訪問當地學者，嘗試了解原因，原來泰國

人非常容易寬恕別人，和喜歡真誠的人。朱威

雖然是色情業大亨，但參選前表明願意改過自

新，而且他是第一位政界人物站出來指證泰國

前總理他信貪污的人物，亦揭發多宗有關高層

警員貪污弊案。朱威所創立的黨派在大選中，

一共驘得四個議席，比原先期望的超出一倍，

可見他得民心。但容許一位曾掌管色情業的黑

道中人參加大選，對香港人來說，始終是難以

理解的。

另一件香港人難於明白的事情，是跟泰國

的創意工業發展有關。

很多港人都喜歡到曼谷旅遊購物，不少

當地年青設計師自創的品牌和精品，都俘虜年

青人的心。然而，為什麼當地這麼多的年輕設

計師在近幾年間冒起來，相信除了當地政府撥

資源培訓人才，興建一流的設計學院和創意設

計中心，每年舉辦多個國際化大型設計比賽和

展覽外，商界亦應記一功。原來每星期的五、

六，日晚上，多個市中心的大型商場都免費提

供地方給年輕設計師擺賣自己的手作產品，來

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和商家都有機會接觸他們的

產品；當地的資深業內人士告訴我，很多成功

的年輕設計師就是從那裡開始，建立自己的品

牌，接觸投資者，然後開拓自己的事業。

反觀香港，我們的商家又肯為年青一代付

出多少？甚至願意免費租出尖沙咀、銅鑼灣、

旺角等黃金地段給年青人創業？曼谷的例子，

對香港人來說，實在是難以想象。

最後一件難令香港人明白的事，相信是泰

國人的民主意識了。

泰國人民的民主意識非常強，大選的投

票率是七成五。大選當日，我們走到街市想光

顧一家食店，可是食店伙記跟我們說：「對不

起！ 我們的老闆（廚師）趕著投票去了，不

能做你們的生意。」我們聽後都呆了，老闆寧

願不做生意也要去投票，這些事情會在香港發

生嗎？

你可能說，他們收受了利益所以投票，我

看的不是；就是在街頭，那些草根階層市民特

地搬出電視或收音機，大家蹲著圍著在看投票

結果，看來他們實在是關心國家的。

其實，紅色在於泰國人民來說，代表民

主和自由。紅衫軍不只是代表一班擁護泰國前

總理他信的群體，而是一班追求民主自由的愛

國人士。在阿披實宣布落敗後，訪問了幾位紅

衫軍，他們有些在哭了，說以往軍方常發動政

變，國家雖然有所謂民主，但最後權力還是屬

於軍方，現在紅衫軍勝出，代表人民的力量也

勝出了。

訪問了當地一位80後青年博士生，他認為

泰國最欠缺的，是一個真正公平公正的法律制

度。他說，法例說你有罪，但你可修改法例，

以後說自己無罪，這種無法無天，也助長了當

地嚴重的貪污問題。

相比泰國，香港擁有更完善和公平的法律

制度，這是值得我們自豪的。但泰國人民對人

的包容和接納，商界的付出，人民關心社會的

前途等美德，香港人或許可從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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