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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媒体的新变化 

时间：2005-8-10 11:08:29 来源：新闻战线 作者：程曼丽 阅读1271次

  

   近年来，随着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状态的逐步升级，海外华文

媒体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由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争转变为海外中国人与台湾当局在“统”、

“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陈水扁上台后，由于他大力强调“台湾主体意识”，推行“去中国

化”政策，这种分歧已日渐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峡两岸即形成持续多年的对峙状态。这种状态直接影响着海外

华侨、华人及其报刊，使之同样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营垒。拥蒋亲台报刊一般由国民党海外

部、国民党驻各国支部以及台独分子 (也有一些亲台侨商)创办，拥护共产党的报刊一般由民

主人士、进步侨商创办。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前一类报刊

在海外华文媒体中占多数。这些报刊均以反共为基调，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直到20世纪80年

代末期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这种情形才逐渐得到改变。1978年以后，祖国大陆全

面恢复外派留学生的工作，通过合法渠道移居海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祖国大陆“新移民”的

接踵而至，一方面使亲大陆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渐与亲台报刊形成抗衡之势；另一方面，由

于华文媒体读者群体的变化(以台、港新老移民为主转变为大陆新移民群体急剧扩展)，一些亲

台报刊也开始顺应潮流，淡化政治色彩，趋向中立；一些报纸还设置和增加了有关祖国大陆新

闻的篇幅，以吸引更多的读者。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并形成“一国两制”

的构想，这不但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也在海外华人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国华人

社会纷纷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至20世纪末，“促进会”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拥有

100多个组织，成为拥护祖国统一的强大力量。尽管这一时期台湾当局仍在对海外一部分亲台

报刊进行游资灌注，以使其保持原有的立场，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反

“独”促“统”已经成为华侨华人的共同心愿，华文媒体上“合”的舆论逐渐形成并日益强

大。 

    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利用国民党分裂、李登辉暗中支持，以微弱多数当选台湾领导

人。尽管陈水扁主政后有缓和两岸关系的需要与承诺，但对于打破自 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

国论”以来形成的两岸政治僵局并不热心。从2002年下半年起，任期过半的陈水扁连续发表台

独言论，主张“一边一国要分清”，要用“公民投票”解决台湾的分裂状态，从而由“隐性台

独”转为“显性台独”，由“渐进式台独”转为“激进式台独”。2003年竞选连任台湾领导之

前，面对民意弱势，陈水扁进一步加快了推动“台独运动”的步伐，鼓吹“公投制宪”，并抛

出“台独时间表”，从而使台海形势(自李登辉发表“两国论”以后)再次趋于紧张。这种状态

一直延续至今。 

    陈水扁大肆强调“台湾主体意识”，在各个领域大搞“去中国化”的情况下，岛内一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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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自我认同转向了“台湾人”。这种认同不但排斥了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也将反对“台独”

的广大海外华人排斥在外。 

    在台湾岛内的“台独”风潮愈演愈烈之时，海外华文媒体明显地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

化： 

    第一，逐渐向祖国大陆靠拢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媒体与祖国大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

2001年9月，祖国大陆举办了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来自五大洲30个国家及港澳台百余

家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海外主要的华文媒体几乎全部到齐，包括北美地区的《世界

日报》、《星岛日报》、《明报》报系，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菲律宾的《商报》、《世界日报》，法国的《欧洲时报》，香港的《亚洲周

刊》、凤凰卫视、《大公报》、《文汇报》，台湾的《中国时报》、《联合报》等。“世界华

文传媒论坛”迄今已举办两届(今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它被誉为“民办华文传媒之家”。

2001年10月，“以联系全球中文报业从业人员、维护和促进中文报业发展为宗旨”的“世界中

文报业协会”(1968年成立于香港，已有会员90余家)首次在祖国大陆(深圳)举办了第34届年

会，两年后，该协会的第36届年会又如愿在北京举办。这次会议被评价为一次“增进交流、加

强合作、共谋发展”的会议。除此之外，一些海外华文媒体还以协同报道、信息共享、版面互

换等方式寻求与大陆媒体的合作。 

    第二，中华民族的合力增强 

    受祖(籍)国政治风云的影响(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保皇”之争)，早期海外华文媒

体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20世纪中期直至七八十年代，香港、台湾、大陆移民所属报刊在言论

上也时常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90年代以后，华人群体落地生根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各方面

逐渐稳定下来，华文媒体也摆脱了多年来党争、政争的影响，趋于中立。作为所在国的华族、

华裔，海外华人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更加关心祖(籍)国的发展，希望它繁荣富强。这也通

过媒体反映出来。每当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如北京申办奥运会、中国加入WTO)，或出

现涉及华人华侨切身利益的事件时(如“李文和案”)，海外华文传媒都能站在振兴中华民族、

维护华人利益的立场上，发出一致的声音。例如美国华文媒体曾发起“支持北京申奥联署签名

运动”，以此影响所在国的舆论；美国华文媒体还通过对“李文和案”的详细报道，促使美国

主流媒体检讨其草率依赖当局提供的信息刻意炒作的行为，并促使其对此案进行调查报道，最

终为华裔科学家洗刷了不白之冤。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许多与中华民族有关的重大事件上，遍

布全球的华文媒体都会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这种“合”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祖国大陆的信息量扩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新移民的增加，海外华文媒体有关祖国大陆的报道逐渐多了起来。与

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加入WTO以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引起包括海外

华人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瞩目，来华投资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在此背景下，祖国大陆方方面面的

情况，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就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适应

这种需要，华文媒体普遍加大了对中国的报道力度，拓宽了报道范围，过去旧华文报刊没有涉

及或无法涉及的一些方面也充分展示出来了。如许多报纸开辟了中国要闻栏目，并在重要的版

面上予以突出处理，一些以经济报道为主的报纸(如《欧中经济报》)还开设了经济信息、经济

动态、市场点评、投资指南等栏目，为有意到大陆投资的华人提供信息服务。一些港台报纸也

增加了对祖国大陆新闻的报道量，关于中国的话题不但有了新的内容，也更为深入了。替《财

富》杂志前1000家美商公司提供亚裔市场整合行销服务的一家公司不久前针对SARS议题所做的

研究发现，华裔偏好阅读华文报纸，“与华文媒体对华商相关时事报道的角度、广度与深度有

关”①。 

 



    第四，海外媒体的相异性降低 

    新移民报刊出现之前，海外华文报刊大都为老一代华侨、华人(多为港台移民)所办。这些

报刊几乎都是繁体字、直排、左行文，语言半文半白。伴随着祖国大陆移民的增加，出现了与

老侨报风格迥异的、形式上更加“大陆化”的报纸。其特点是横排，右行文，语言简洁、直

白。20世纪90年代初期彩色印刷的大型日报《侨报》在纽约创办后，“大陆化”之风日盛。其

后创办的华文报刊，大多采用这一模式。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

面风格上也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

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并增加了有关大陆新闻的

报道。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美国《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

为横排。3天以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版式的变

动，被一些人认为是“向左转”，但该报坚持自己的做法，逐渐赢得了广大华文读者的认可。

海外华文媒体相异性的降低，使过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港台”、“大陆”的概念逐渐淡

化，代之而起的是海外中国人(华人)的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华人社会、华文报刊及其

读者群体的融合。 

    综上所述，海外华文传媒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它在发出对中国有利的声音、团结华人社

会反独促统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将海外华文媒体纳入我国对外传播的整体视野中，加大对它的影响力度，使之与我国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部署相配合，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舆论上的“合力”。 

    二、在针对海外华人的工作中，应突出民族大义，使之产生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

与自豪感。 

    三、通过海外华人传媒团结广大反对台独的进步人士，消除其因台湾当局的台独政策造成

的失落感，增强其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积极争取有台独倾向的人士，进一步缩小台

独势力的范围，形成对台独分子群起而攻之的舆论声势。 

    四、通过华文媒体影响所在国的主流媒体及其舆论(特别是美国、欧盟国家等的媒体及其

舆论)，使其不敢公开支持台独势力，从而形成对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作者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华声报》200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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