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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华文报纸，可谓是三足鼎立。
!"世纪 #"年代初以来，南非华侨华人
迅速增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华侨
新闻报》、 《南非华人报》 和 《非洲时
报》 三家华文报纸先后诞生，与南非
$" 万华人一起成长，不但成为当地华
侨华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也是在
“彩虹之国”传播东方声音的旗手。

%##& 年 ' 月 # 日，新南非成立仅
仅几个月，纳尔逊·曼德拉就任南非第
一位黑人仅 $个月，《华侨新闻报》在
约翰内斯堡创刊。这是一份独立的民营
华文报纸，那时，新南非百废待兴，大
陆移民快速进入，生意逐渐起步，祖籍
山东、生于台湾的该报创始人冯荣生抓
住了机会。他苦心经营，该报辉煌一
时。

%##'年 (月，一个只有 !" 个月大
的华人小孩在父亲的商店内遭抢匪枪
杀，《华侨新闻报》连续报道此事。时
任南非总统曼德拉深受震动，不仅去遇
难儿童家中探望，还于当年 ' 月 %# 日
出席了 《华侨新闻报》 举行的座谈会，
与全南非 #" 名侨领面谈。此后，该报
影响力大增，一度成为南非发行量最大
的华文报，甚至发行到莫桑比克、安哥
拉等国家。至今，在该报会议室，墙上
还挂着刊登有曼德拉大幅照片的报纸首
页。但 !"") 年 * 月，发行人冯荣生在
家持枪反抗歹徒抢劫，被歹徒击中心脏
当场身亡。从那以后，该报几度易主，
!年多前被侨胞收购。如今的 《华侨新
闻报》虽然辉煌不再，但几位同仁的坚
守，默默为华侨华人耕耘，已属不易。

《南非华人报》 创刊于 %### 年 !

月，由多个华侨华人和学生社团等携手
创办，该报对开 !" 个版，面向非洲华
侨华人发行，主要集中在南部非洲的博
茨瓦纳、莱索托、安哥拉、莫桑比克、
斯威士兰等国。该报除了报道南非、非
洲、国际和中国的新闻外，近来增加了
解析“南非财经”、“交通法规”、“移
民政策”等版面，深得读者好评。为了
活跃侨社文化，丰富侨民业余生活，该
报还曾辟出专版鼓励南非华人华侨积极
投稿+书写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感悟。
《南非华人报》 与国内媒体有着广

泛的合作。!""' 年，该报所属的金巢
集团同中国著名报业集团华商传媒集团
签订了联合办报协议。之后，华商传媒
集团外派 %" 多人专业骨干直接管理运
营，南非华人报的质量得到了实质性的
突破。创刊时，时任人民日报社长邵华
泽为其题写报名，并一直使用至今。
《非洲时报》 是 $ 家报纸中最年轻

的，但发展迅速。!""* 年 * 月 % 日，
该报在约翰内斯堡创刊，目前办公地点
位于唐人街。这是一份由几位南非知名
侨领创办的报纸，从其名字就可以看
出，这绝不是一份仅仅将视野放在南非
的华文报纸。《非洲时报》的诞生，来

自于几位爱国侨立志要在非洲“发出自
己的声音”。该报与华侨华人的联系紧
密，社长李新铸要求其记者，发生在
%""" 公里之内的涉及华侨华人的重大
新闻必须到现场。在发生重大针对华人
的案件时，该报记者甚至比警察还早到
现场。

南非三家中文报纸，既有竞争又有
合作。南非的华人记者圈子小，一共只
有十来个人，大家通常需要合作采访。
他们的发行员有时候也是同一个人，发
行员每天把报纸从约翰内斯堡运出，自
己开车到约翰内斯堡的各个区，送到华
人超市、餐馆零售，也会送到比勒陀利
亚等邻近的城市。远的地方，只能靠各
地的华人店主到约翰内斯堡进货时带
上。

毕竟南非华侨华人还较少，$份报
纸已经有点令南非的中文报纸市场饱
和。$家报纸也同样面临记者队伍不稳
定、缺乏专业人才、广告收入不稳定等
问题。但不管遇到哪种问题，他们最长
的已经坚持了近 !" 年，最短的也有近
%"年，$份报纸已经逐渐成为南非华人
的精神家园，海外同仁们的坚守令人尊
敬。

（作者曾任驻南非记者）

三足鼎立
裴广江 文,图

南 非

唐人街是华文报纸的中转站

如果按居住国华裔人口与华文报纸种类及
发行量相比，澳大利亚大概是拥有华文报纸最
多的国家。悉尼和墨尔本两大城市，分别居住
着数十万华人，各有近二十种华文报纸，其中
既有如 《星岛日报》、 《新报》、 《澳洲日报》
等已发行几十年的老报纸，也有像 《大洋日
报》、《时代周报》、《新快报》等近二十年来
由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新报纸，它们的印量
在数千至上万份不等，累计起来，也许已达到
了人手一份的程度，在华人集居的商业街更是
随处都能看到华文报纸。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华文媒体
与祖籍国中国传媒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它们
采用转载、专版、联营、合资等多种方式与中国
报业合作办报，不仅扩大了报纸的信息来源，也
增强了自身的实力，提升了报纸的品位。

澳大利亚华文报纸采取零售、订阅和赠送
等不同方式发行。一般来说，日报是要花钱买
的，而周刊则大多是免费的。读者通过日报获
得当地及国内外新闻，而周刊主要是转载读者
感兴趣的财经动态、社会文化和生活时尚类报
道文章，广告篇幅占了大半。

就华文报纸的内容而言，最受读者关注的
还是本地新闻，一是与读者的实际生活与切身
利益直接相关，二则与读者的英文阅读能力较
差也有关系。因此本地新闻往往被排在报纸头
版显要位置。此外，根据各报的读者群体不同
而报道的侧重面有所区别，比如 《星岛日报》
的港闻总是放在前面，版面也占得多一些，而
《澳洲日报》、《墨尔本日报》则较多报道台湾
新闻，《大洋日报》更多的是采用中新社关于
中国的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的华文报纸主要是由华人商铺代
售代赠的，近年来也有少数发行量较大的华文
日报进入了当地超市和报刊门市部。与整个国
际传播业大趋势一样，华文网络新媒体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华文纸质媒体的读者更多
的是中老年人。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华文报纸已
到了穷途末路。相反，华文报纸以它独特的优
势，始终牢牢地占据着华人社区主要媒介物的
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华文读者本来
就是以中老年人为主，而华裔青年人的华文阅
读能力很有限。此外，华文报纸还起着华文学习
读物的作用。

进一步贴近海外华人生活，想华人所想，做
华人的知心朋友，是海外华文报纸的生命力所
在。本世纪以来，海外华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
位都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受居住国政
府和民众的关注和重视。华文报纸应该自觉地
顺应时代潮流，更好地为海外华人的进步事业
服务。 （本报澳大利亚、新西兰代理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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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又到年终岁末，当

了近一年“华媒空间”版面责任编

辑，看了数百家华文媒体，编了几百

条的新闻。我一直在问：“华文报纸

有未来吗？”

为什么说有未来？我曾在加拿大

多伦多著名的连锁超市 -./0012-

看到，工作日早 ' 时，超市一开门，

数十份华文报纸《明报》已经摆在货

架上开始销售。此外，澳大利亚知名

华文媒体 《大洋日报》 和 《大洋时

报》经过数月艰难的谈判和严格的审

核，!"%! 年开始在澳大利亚最大的

食品零售连锁店之一伍尔沃斯

345567589:;< 超市上架零售，这是澳

大利亚大型零售商首次接纳的华文媒

体。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华

人移民热衷的移民国家，华文报纸逐

渐融入主流。

但不能忽视的是，海外华人见惯

了海外华文报纸的开张与关张。相比

唐人街上的中餐馆、华人超市、华人

旅行社，华文报纸对于华人的生活是

不是不可或缺？为此，我问了很多久

居海外的华人，你们会自掏腰包买华

文报纸吗？#"=以上的回答是否定

的，因为，每星期去唐人街吃饭、采

购时，可以随手带回无数份免费的华

文报纸。看来，华媒免费与否，前景

也许不一样。

华文报纸有未来吗？华人，尤其

是久居国外的老华人，他们一致说，

华文报纸有未来，但要依靠华人社会

的强大，以及中国的强大来支撑。随

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华文媒体飞

跃发展就是很好的体现。近年来，为

了新闻及时充足，华文报纸纷纷开办

网站；为了吸引更多读者，华文报纸

双语办报；为了让主流社会重视，华

文报纸为华人维权，报道主流社会新

闻。华人已经看到了华文报纸开创未

来的勇气与决心。

华文报纸
开创未来

王丕屹

多伦多华文报纸种类多

美国华文报纸在美国所有媒体中，
可能是竞争最激烈的报纸群体。旅美华
人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没有令人信服的数
字，据美国官方!"%!年数字，在美华人约
有&$"万，也有估计说，此数字没有包括
大量没有身份的居留者，最保守的估计，
在美华人总数起码超过*""万人。然而，
在只有几百万华人的美国，却有大大小
小华文报纸超过百家以上，可谓百家争
鸣。

能在全美各大城市岀版发行的华文
报纸目前只有 《世界日报》、 《星岛日
报》、 《侨报》 少数几家，其余的均为
地区性的日报或小型周报。所有华文报
纸主要生存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大城市，
其中以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
山、休斯敦最多。

美国华人报纸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广
告的竞争上。在美国办报，主要靠广告收
入维持，如果是缺少广告收入，背后又没
有实力雄厚的财团支持，报纸就会办不
下去。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华人想在美国办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
报纸在竞争中败下阵来。香港《明报》美
国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香港《明报》集
团于%##)年&月在纽约创办美东版，!""&
年&月又在旧金山创刊美西版。开头几年
先声夺人，报纸销量上升。但在世界性金
融危机期间，《明报》美东版与美西版亏

损严重，不得不分别于!""#年%月$%日与
!月%*日宣布停刊。

竞争最为激烈的是那些免费中文报
纸。笔者长期生活在纽约，很喜欢看各
种免费的中文报，每到周末，都可从纽
约的超市和街头拿到三五份免费报纸。
周末从附近各州来纽约购物的华人，已
将取阅各种免费报当成一件快乐的事。
由于办免费报的经济来源全部依靠广告
收入，而华人商家经济实力有限，投放
华文报纸的广告费也就有限。有时，有
的华人商家一天之内要应付多家报纸的
广告业务代表。十几年来，已有十多家
免费中文报纸因经费困难而关门倒闭。

报纸虽然免费，但内容一丁点都不
敢马虎。除了重大新闻不遗漏，一些社
会新闻更是吸引读者眼球。那些与华人
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新闻及广
告，从房地产、保险、法律、移民、股
市到餐饮、超市等，无所不包。为了生
存，免费中文报千方百计吸引读者以增
加广告。纽约免费报 《美国都市报》，
逢星期五出版。吸引读者的口号是：
“好看不要钱”。纽约 《明报》 美东版停
刊后，改为岀版 《纽约免费报》，星期
一至星期六免费发行，每期&"版。该报在
华人聚居的数十个地点由专人送报。这
一招很见效，一时间，《纽约免费报》在纽
约市中心的发行量超过该区域内的一些

华文报纸，广告收入也随之大大提升，比
原来增长了至少%,&。

有人形容美国华人是一盘散沙，而
美国的华文报纸就好比是水，散沙经过
水的调和，就能凝固。华文报纸为何能凝
聚华人团结的力量？重要原因之一，尽管
美国华人报纸竞争很激烈，但是为华人
服务、维护华人权益的宗旨是一致的。今
年%"月以来，美国华人报纸团结一心，号
召华人大众反对美国主流媒体歧视华
人，并获得胜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美国>?@电视台%"月播出脱口秀节
目，一名美国儿童在讨论美国欠下中国
巨债问题时，说出“杀光中国人”的惊人
之语，引起美国华人强烈抗议，包括报
纸、杂志、广播、电视及网络等全体美国
华人媒体，纷纷行动起来，抗议>?@电视
台的辱华行径。

随着美国纸质媒体的不断衰退，并
逐渐向网络媒体过渡，美国华人报纸未
来的发展，也将逐渐向扩大报纸网络版
面的方向着力。纽约一位资深媒体人曾
表示，美国华人报纸面对网络媒体的巨
大挑战，发行量不同程度下降是必然的，
但长远看，华人报纸不会消失。如果能适
应网络发展的新潮流，开设网络版，根据
读者需求增强信息量，加快新闻传播速
度，美国华人报纸会更精彩。

（作者为旅美华侨）

美 国

百家争鸣
方 旭

加拿大

竞争激烈
戚萌萌

近年来，加拿大，特别是多伦多地
区，华人移民数量激增，华文报纸和媒
体也越办越多，可在十多年前，这种华
文媒体的繁荣昌盛是不可想象的。十多
年前，加拿大本地的华文媒体少之又
少，能生存下去的仅限于 《星岛日报》
和《明报》两家华人经营的报纸，其它
形式的华文媒体几乎没有；而且，这些
华文报纸使用繁体中文字，这对大多数
大陆背景移民造成不便。

在多伦多地区，年轻一代的新移民
和留学生的不断涌入，华文媒体的数量

急剧增多，华文报纸刊物的种类繁多，
更同时以简繁体汉字出版发行，极大地
满足和方便了华人读者。虽然华人移民
成就了华媒的繁荣昌盛，但华媒之间的
相互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竞争的激烈
程度更曾迫使一些本地的付费报纸一度
免费发放以保留读者。

多伦多本地的华文报纸多数是免费
赠阅，也有少数华文纸媒同时以免费赠
阅和有偿订阅作为发行方式。虽然是免
费赠阅，本地华文报纸的内容却并不含
糊。本地华文报纸内容不但涵盖人们日
常生活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还涉及加
国和中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内容，让
加国华人在本地安居乐业的同时有渠道
了解中国的发展形势。所有内容和版面
都会有专门的人员和团队负责，编辑和
写手均属于专业水准，并不次于国内同
行。

作为华文媒体的一员，笔者十分关
注其他华文报纸中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的
本地和国际新闻，因为经常关注这类新
闻，能让自己的眼界开阔，也能从中了
解、发现和学习到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诸
多方面。除个别华文报纸和刊物需要在
指定地点购买外，本地多数华文报纸可
在华人超市、中餐馆、华人商场、大型
商场等公共场所免费取阅，而且所有报
纸和刊物是由所属媒体公司定期派发，
更新及时。

华人读者群年轻化使华人媒体间竞
争日趋激烈，绝大多数华文报纸在出版纸
媒的同时，还会配以专门的网站推出网络

版纸媒，配有英文版本，最大限度地让有
需要的读者能时刻阅读到最新信息。

可以预见，随着华文媒体的不断增
加，竞争的不断激烈，多伦多乃至加拿
大本地的华文媒体的生命力会更加强
大，同类型的华文媒体会越来越多，这
就会使得本就竞争激烈的华媒市场份额
不断减少。所以，为了长久生存，华文
媒体应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要求进
步，更为重要的是华媒要看到自身的不
足，据此进行自我改进，只有这样，华
文媒体的道路才能在加拿大这片土地越
走越宽，也才会拥有忠实的读者群。
（作者供职于加拿大《多伦多生活》）

多伦多印刷报纸的华人印厂

美国拉斯维加斯唐人街超市中的华文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