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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报》、欧洲新传媒集团

总编辑范轩——

用西方熟悉的语境讲故事

我从 1991年就开始从事媒体工作。2003
年，时任德国凯撒旅游集团董事长陈茫和我
在德国共同创立了《欧洲新报》。

整体而言，我认为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有
几个共同目标：首先，人在边缘，但声音不能边
缘。华媒不能将自己限制在华人小圈子里。
我们一直努力和德国各媒体建立联系，打造

“中国民间声音”的形象。其次，人在民间，声
音不能太官方。“小骂大帮忙”这个说法很精
妙。我们既要充分展示中国的发展进步，也要
对丑恶现象着力鞭挞。再次，人在异国，方法
不能太“中国”。西方民众习惯于通过批评报
道，来行使对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不理解这个
事实，就会误读当地媒体，从而不能很好地合
作与交流。最后，要敢于出击。对中国道路和
中华民族复兴要有高度自信，通过专业和真实
的报道批驳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报道。

如何让当地主流社会听到中国声音？我
们一直在探索。《欧洲新报》成立之初，曾尝
试过中、德、法三种语言出版，但是成本太
高，所以最终决定只保留中文。运营10年之
后的 2012 年，《欧洲新报》 先后入选为中国
四大航空公司、欧洲三大航空公司往返于欧
洲与中国航班的机载读物，成为在中欧间飞
行的中文报刊。之后，我们和德国 3 家主流
德语媒体组建了“中德媒体联盟”。他们面向
中国受众的消息在 《欧洲新报》 刊载，我们
需要覆盖德国主流社会的报道则在他们媒体
上刊载，形成了良好互补。

怎样才能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近些年，
我多次到藏区考察采访，并刊发了一系列报
道。连续几年，时任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梁
建全邀请我主持总领馆主办的“藏历新年晚
会”。我抛开演出团队准备的主持台词，用我
在藏区采访遇到的7个真实故事穿插主持：我
问央金大姐为何花80元钱买国旗插在自家新
房上？她反问：“政府花8万元给我家建新房，
我花 80 元买个国旗挂起来，你说应该不应
该？”我问汉藏邻居是否有矛盾隔阂？仨兄弟
异口同声地说：“啥子汉族、藏族，我们平时都
不分，都是一样地耍！”……

演出结束后，1000多名德国观众的掌声
经久不息。“主持人先生、主持人先生！您能
不能帮帮我？”我循声望去，一位 80 多岁的
德国老妇人被阻挡在了通往后台的门旁。问
其原因，她兴奋而激动：“平时我看报道总
说，藏族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今天我看到
了，他们的衣服真漂亮。我就是想去摸一摸
藏族小姑娘的衣裳！实在太美了！”

这件事给我很大启发，不是西方受众听
不懂我们的中国故事，而是我们应该重新审
视宣讲的方式。用西方受众熟悉的语境、乐
于接受的叙事方式、融通中西的文化人，来
宣讲真实的中国故事，他们听得进去。

在当前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海外华
文媒体重任在肩。为了实现向新媒体融媒体
的全面转型，我组建了“欧洲新传媒集团”。
我也正在探索，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等新平
台，结合住在国当地的语言和环境，让欧洲
当地民众真实了解中国在抗击疫情、脱贫减

贫、开放经济、普惠民生等方面为全人类所
作出的贡献。

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

讲好中国故事的“四条经验”

2001年，亚洲通讯社在日本创办了第一份
日文版中国经济专业报纸《中国经济新闻》。
20年来，在向日本社会和企业讲述“中国故事”
的过程中，总结出对外报道的“四条经验”。

第一，要讲外国人听得懂的话。我们所作
的宣传内容，必须是外国人感兴趣、听得懂的
内容，要做到“内容通俗易懂，背景清晰明了”，
站在对方能够理解的层面上讲故事。

第二，不是“说教”，而是“公关”。对说教
式的口吻，海外受众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我们
在海外讲中国故事，首先要了解受众关心什
么。只有了解他们的诉求与想法，才能有针对
性地提供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譬如，对于中国
政府的内外政策、对于我们的执政目标与追
求，有许多外国人不理解。要用一种中性的、
理性的、交朋友一样的方式，让对方理解我们
的观点立场，而不是强迫其接受。

第三，多讲民生与文化的故事。改革开
放40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另
一方面也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勤奋努力。要多
讲与民生相关的故事，通过中国普通老百姓
生活变化的故事，来反映中国的变化与发
展，理解中国政府的努力与付出。

另外，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灿烂明珠，
也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国家的发展。因此，许多
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充满了憧憬与向往。所
以，多讲中国文化故事，展示中国传统与现代
艺术，会更容易让受众对中国产生亲近感。

第四，要多讲经济的故事。全世界对中
国经济的关注度始终很高，所以，我们重点
要讲好中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创新故事，
讲好中国经济的成绩和前景。当然，也要讲
我们的问题和难处。

我们的媒体面向的主要是日本企业。我
们经常与读者联系，了解他们关注哪些与中国
相关的话题以及他们的看法，然后有针对性地
组织撰写解读性文章，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为什
么要制订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措施。譬
如，每年的中国“两会”期间，我们都会出版一
份“中国两会专刊”。我们会事先收集日本读
者意见，了解他们的关注点，然后带着问题采
访“两会”。对于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内容，我
们会分专题写文章，用日本人能够理解的语
言，对中国政府新的工作目标、政策与任务进
行详尽解读。

再比如，最近，日本读者很关注中国对
校外培训产业的整顿，我们从中国家庭的经
济与生活负担、孩子的教育负担、少子化问
题等多角度进行解读，让他们理解中国政府
是在扭转社会发展的不合理方向。这种“对
症下药”的报道方式，很受读者欢迎。

非洲华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南庚戌——

民间媒体是“国家队”的补充

我在非洲做了20多年的媒体工作。我家

在博茨瓦纳，我的媒体也是从这里起步。如
今，我在赞比亚、坦桑尼亚、南非、安哥
拉、卢旺达、尼日利亚等国家都有了办事机
构，通讯员则遍布整个非洲。

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可以在三个方面下工夫：一要用外国人习惯
的话语体系。他们首先要乐意听，才可能听
得懂，并入脑入心，引发共鸣。二要潜移默
化，润物细无声。传播是一门艺术，需要仔
细推敲。三要针对不同国家制定不同策略。
同时，可以加强与海外华人拥有的私人媒体
机构的合作。

像我们这样的民间媒体，对于中国国际
传播的“国家队”而言，是很好的补充。我
们人在当地，主推本土化内容、本土化制作
和本土化传播。我们常年生活在海外，对当
地人文环境的感受和了解更加直接，也更深
入，知道怎样和当地人打交道。

比如，过去 3 年多，我们一直在推动一
个移动影院项目，名字叫“中国电影走进非
洲”。在非洲，除了南非，大部分国家的影院
非常少，有的国家的影院数量只有个位数。
我们看到了需求，于是就组织团队，开着
车，进入非洲农村地区。有的地方，我们会
支个帐篷；有的地方，就是露天放映。我们
的播映团队成员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电影也
不光有中国的，还有印度的、非洲的。当地
人非常乐意接受，从传播效果来看，可以说
是非常好。

对于海外华媒讲中国故事而言，我有两
点思考：一，在内容设置上，我觉得可以灵
活一点。比如，当中国境内发生地震或者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选择正能量的
角度来报道。二，在报道语言上，华文媒体
应该逐步向外文媒体转变。我们讲中国故
事，讲给谁听？目标受众是外国人的话，自
然使用他们的语言更有效。

我自己从事媒体工作有三个阶段：兴趣、
责任和事业。我刚开始做媒体是在2000年，纯
粹是兴趣爱好。当时，我熬夜做了很久才用微
软自带的软件制作了网站。后来，我开始帮侨
团做报纸。慢慢地，我发现，一旦我们的报纸
停了，就会有人问原因，说明当地华侨华人对
我们的报纸是有需求、有关注的。我开始觉
得，做媒体是一种责任。在2010年左右，当地
有些媒体中出现了一些对华不友好的声音，我
觉得自己有责任做些什么，于是，创办了英文
报纸。两三年后，我开始在非洲其他国家做媒
体。从那时起，媒体对我而言就成为事业了。

这两年，疫情对报纸的冲击很大。我现
在已经暂停发行纸质的报纸了。不过，我不

会放弃媒体。这已经成为我决心为之奋斗的
事业，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

美国悦海国际传媒 CEO、《硅

谷时报》主编于丽娜——

“借嘴说话”更有说服力

我从事媒体工作已经 15 年了。2018 年，
我在美国成立悦海国际传媒公司两年后，我创
立了《硅谷时报》新媒体平台。我觉得，如果还
延续华文纸媒以商养报的模式，不仅可能经营
惨淡，还会面临信息滞后、逐步被新阅读方式
淘汰的问题。所以，我们主打视频和图文传
播，依托中美主流社交平台，与其他媒体形成
联动，打造自己的媒体矩阵。

在海外做媒体，尤其是在这个时期的美国
做媒体，的确不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有“大帽
子”扣到头上。这几年摸索下来，我觉得，在美
国讲中国故事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借嘴说
话”。在硅谷，我们有天然的优势。我们面对
的群体主要是高知、高科技人才，我们也很荣
幸地采访到很多当地的政要和企业家。通过
他们的话，展示一个发展进步的中国。

比如，我们采访内华达州州长史蒂夫·西
苏拉克、加州首位女副州长康伊莲、乔治·布
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尼尔·布什、前白宫科
技创新顾问尤福林等，请他们谈中国，谈中
美关系，这样更有说服力。有“华人神探”
之称的李昌钰博士也很有代表性，多年来，
他亲眼见证了中美警察行业的变化。我们邀
请他畅谈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感受，很生

动，也很吸引人。
海外华媒在日常报道之外，最好能带动

双边走动起来。到中国走走看看，我们自己
和外国朋友才能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变
化。这也有助于我们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比如，我们曾带着美国嘉宾到中国乌镇参加
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大型活动。会议之外，我
们也会安排嘉宾走走看看，亲身感受中国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也曾很荣幸地带着几十名
美国华裔青少年回中国参加中国侨联举办的

“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无论是美国嘉宾，
还是“华二代”“华三代”，他们在中国的所
见所闻，回到美国后自然会形成二次传播。
这样的中国故事更有感染力。

海外华媒可以是中外沟通的桥梁。8 月
18 日，硅谷有一家餐厅开业，名字是“iCHi-
NA”，中文名“爱中华”。这个名字本身就凝聚
了在美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深情，也传递出
构建中美友谊桥梁的美好愿望。就在前几天，
美国潮商基金会举办 2021 年会论坛，主题是

“如何发挥华商在推动经济全球化领域的积极
作用以及如何推动美中民间友好关系”。这些
都是华侨华人为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做出
的自发努力。作为媒体，我们通过视频，通过
中英双语，报道这些事情，希望让中美双方都
能知道彼此所想与所愿。

目前，我们还在进行另一种尝试：出版
“华裔之光”科学家系列科普图书。第一本由
余国良博士著的 《大健康通识》 已经出版。
我已经和余国良博士签署了第二部图书的出
版合同。我们计划先做中文版，再出英文
版。我们的愿望是将更多的华人故事展示给
世界。这也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如何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张 红

海外华侨华人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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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是中
国传媒人正努力的方向。在海外，也有
这样一群人，他们为着心中的媒体人梦
想、为着一份孜孜以求的事业、为着架
起中外沟通的桥梁，辛勤努力着。作为

熟悉祖（籍）国和住在国语言、文化和
习惯的媒体人，对于如何在海外讲好中
国故事，他们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探
索。本报采访了来自德国、日本、博茨
瓦纳和美国的4位资深华媒人，请他们
谈谈自己的见解。

▲非洲华文传媒集团的移动影院项目走进南非。

▲《硅谷时报》主办的线下活动现场。

▲ 范 轩 在 法 兰
克福藏历新年晚会
上与德国观众分享
藏区见闻。

▶徐 静 波 在 全
国两会新闻中心。

（图片均为受访
者提供）

吴传玉于 1928 年生于印度尼
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新中国的
成立让进入青年时期的吴传玉激
动不已。1951年秋，吴传玉代表印
尼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
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
联欢节的游泳比赛中，吴传玉获得
仰泳亚军。当新中国运动员对来
自印尼的他表示祝贺时，吴传玉十
分激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
大声喊道：“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
华人！”他当即向中国代表团负责
人表达了回国效力的心愿，并在联
欢节结束后随中国代表团回国，投
身新中国的体育事业。

在 1952 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上，吴传玉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员参加
了游泳比赛。虽然由于舟车劳顿，
体力消耗太大，他在男子 100米仰
泳预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但他是新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留下第一
项比赛纪录的人。因此，吴传玉也
被称为“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

1953 年 8 月，吴传玉作为中
国代表团成员参加第四届世界青
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友
谊体育比赛，在男子 100 米仰泳
决赛中以 1分 8秒 4的优异成绩夺
冠，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国
际体育大赛的首枚金牌获得者。
由于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体
育落后，大会组织方没有料到中
国人会夺冠。当吴传玉夺得冠军

时，工作人员翻箱倒柜，花了一
个小时才找到中国国旗和中国国
歌唱片，打破了国际体坛赛后发
奖升旗的最长间隔纪录。奖牌颁
发升旗仪式开始后，雄壮的 《义
勇军进行曲》 首次在世界大赛颁
奖台上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第
一次在国际大赛的赛场上冉冉升
起，吴传玉为新中国赢得了第一
枚国际体育大赛金牌。

1954年 10月，吴传玉在赴匈
牙利学习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
遇难，年仅 26岁。1955年周恩来
总理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下了
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看
望吴传玉的父母，感谢他们为祖
国培养出这样好的儿子！”

吴传玉——

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
于 丹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本报电（记者林子涵）日前，由
中国侨联主办，中国华侨摄影学会、
中国侨商联合会、中国华侨国际文
化交流促进会承办的亲情中华·第
五届世界华侨华人摄影展在中华世
纪坛开幕。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
席万立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
侨联副主席李卓彬，中国侨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隋军出席开幕式，并为
入选作品作者代表、评委代表、特邀
作品作者代表颁发证书。

万立骏指出，本次展出的摄
影作品，生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
性成就，艺术展现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海内外中华儿女不断推进绿
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具有很强的
观赏性和感染力。希望中国华侨
摄影学会立足自身定位，积极开
展“侨味”十足的摄影活动，记
录伟大时代，定格火热生活，不
断提高影响力和凝聚力。

本届摄影展共收到来自 35 个
国家和地区1500多名作者的11400
余幅/组作品。由海内外知名摄影
家组成的专业评委会，按自然类、
纪实类、创意类分组，分别对作品
进行了认真评选，最终199幅/组作
品入选。此外，还有9幅评委作品、
23幅特邀作品参加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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