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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我 在

新聞室裡負責挑選各

通訊社從災區發回來的照片。每天數百張

的照片，排山倒海的傳來，看到的儘是頹

垣斷壁，瓦礫遍地；或是傷者埋在倒塌的

建築裡，露出身體的部分；或是救援人員

從瓦礫中拉出的屍體，抬出血跡斑斑的傷

者。

讓人最感到震撼的是第二天看到的

一張照片，一個中學生，站在如小山的斷

牆倒壁上，手裡拿着點滴，在他腳下的瓦

礫中，伸出一個雙眼無助的人頭。

生命就在眼前，但在巨大的自然力

量威力下，這生命被壓在千斤重的廢墟

裡，救護人員要和天災抗命，把它想摧毀

的人命，一一的拉回生界。

三四天後，災區再傳回來的照片，

一具具的屍體開始出現，最令人不忍目睹

的不是一排排蓋布排列的屍體，而是在人

來人往忙着搬石挖牆的救災場景，無人處

理的街上橫屍。那照片看了才真為死者難

過。生命的終止竟然是如此下場，豈不叫

人烏呼哀歎！

不是救災人員無情冷漠，人的感情

為了生存能夠自動調節；看到第一具被壓

到不成形的屍體時，那種震撼肯定是刻骨

銘心。但看到第十具屍體以後，心理就慢

慢的調節過來，如果沒有辦法調節，救災

人員必定會崩潰而無法繼續工作下去。

另一張看了令我今天還無法忘懷的

照片是一對父母，在一個整張臉被壓到扁

平的孩子屍體邊痛哭悲號。任何一個為人

父母者，都會為這張照片動容。心愛的孩

子遭此不幸，死得那麼的悲慘，父母的心

情不是悲傷兩字可以形容。

選了整個星期的災區照片，對着同

樣的情和景開始厭倦，心理上起了反彈，

實在不願意再看。問了周邊的朋友，大家

也有同感。其實這就是人類自保的一種感

情本能調整，因為如果還繼續沉浸在悲情

中而走不出去，那就會發展為憂鬱症。

就在地震災區新聞開始進入尾聲，

朋友傳來了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

約撰稿人王孟龍寫的一篇文章。文章抗議

新聞照片對災難死者的不尊重。他寫道：

“一張張孩子們在廢墟中慘不忍睹的屍

骸的照片卻被放在了顯赫位置，還有很多

流傳至網上的照片，大多是以慘烈來吸引

人的目光。攝影記者忠實地記錄了這一慘

狀，但是卻表現出了另類的心態，絲毫沒

有顧及死者的尊嚴，顧及生命的尊嚴，甚

至也沒有顧及觀者的感受………。”

王孟龍把這現象歸咎為新聞從業者

的競爭壓力；“殘酷的競爭已經將從業者

從人變成了機器，而在競爭中的所有行為

都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注意力，也就是經

濟。”

任何一項巨大的天災，都是報章報

道的重點。如果有任何一間新聞機構，

任何一個媒體，對天災人禍不聞不問，不

進入災難現場對災情、受難人民做出實地

報道，又如何有顏面自稱為是新聞工作者

呢？

煽情的報道是不必要，有良心的新

聞工作者不會販賣死者的悲傷，也不會漠

視生命的尊嚴，更應該重視讀者的感受。

我寧可看到慘不忍睹的真實災情，

也不願看不到畫面乾淨美麗的假照。

大家應該都會看到兩三天前聯合國

秘書長潘基文到緬甸難民營訪探訪難民的

照片吧！難民們一身乾淨，一臉平靜，一

點也不煽情。

這樣的照片，不在販賣難民的痛

苦，但為不顧人民死活的獨裁政府，進行

最無聊的促銷！

不煽情的照片，最無聊的促銷

星 洲 日 報 推 介 2 新 書

建議2新書速在中國出版

（吉隆坡25日訊）由星洲日報出版的《星洲
日報―歷史，寫在大馬土地上》及《星洲日報研
究》新書，獲得海內外著名媒體人的
好評；他們在推介禮上受邀點評時，
都一致給于高度評價，並建議這兩本
新書能盡快在中國出版。

台灣著名媒體人及聯合報顧問張作錦

說，星洲日報創刊至今已有80年歷史，其中

由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接手管理的歷史

也長達20年，是星洲日報成長的關鍵歲月，很難忽略這

20年的史跡。

張曉卿具文化人浪漫
他說，張曉卿領導的星洲日報之所以達致成功，與

他的人格大有關連。他形容張曉卿不但具有文化人的浪

漫，也有商務人的務實，是星洲日報成功辦報的關鍵因

素。

“從書本中知道，當時的總編輯劉鑑銓於1988年

會見張曉卿時，向他說了一個希臘神話，即負責掌管人

類的神普羅米休斯違背眾神之王宙斯的旨意，將火偷到

人間讓人類可以煮食取暖，自己則甘願受到百年懲罰之

苦。

張曉卿在聽了故事后，就願意投資岌岌可危的星洲

日報。這是劉鑑銓身為文化人的浪漫，找一個人投資時

居然說一個神話故事，也沒想到張曉卿在聽到神話故事

后，也願意投資星洲日報，這是一位商務人的浪漫。

當兩個文化人的浪漫碰在一起時，成就了星洲日報

的動人故事。”

他說，張曉卿的文化浪漫，出自於對文化人的情

懷，他對文化有熱誠及理想，因此願意投資與文化事業

密切相關的媒體事業。

他說，這也是海外華人在安身后，投注於立命的過

程。一份有文化的報紙，恰恰能滿足他對文化的需要，

使他能容易融入當地社會，卻又不迷失自己。

海內外媒體人高度評價 
張曉卿領導的星洲日報

之所以達致成功，與他的人

格大有關連。張曉卿不但具

有文化人的浪漫，也有商務

人的務實，是星洲日報成功

辦報的關鍵因素。    

    

張作錦說，縱然有文化

人的浪漫，也須要企

業家的務實，才能成功創辦一

份報紙。

“張曉卿的文化人浪漫與情懷不能使事業

成功，唯有企業家的務實才能成功。成功的報

紙須永續經營，不斷擴張，才能保證企業的壯

大。”

他說，星洲日報廣攬人才，使任何事都

由人才來完成。“人才總是走向人才聚集的地

方，一個事業若沒有人才，絕對無法吸引人才

前來。星洲日報擁有的最大資本就是人才，並

一直在吸引人才。”

他也認為張曉卿領導星洲日報的做風，即

與員工打成一片，使報館上下一心，一直激勵

同仁一起奮斗，是星洲日報成功的因素，

他認為上述新書是寫給所有人看的，告訴

一個人尤其是青年人如何待人處事。

《星洲日報―歷史，寫在大馬土地上》及《星洲日報研究》新
書，獲得海內外著名媒體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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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錦：張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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