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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两岸关系发展中又一次“突破性会晤”2 月 11 日
在古都南京如期登场——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陆委会负
责人王郁琦正式会面。这是双方两岸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第一次
正式会面，会后达成的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两个机构建立
常态化联系机制的共识，为两岸关系的发展翻开新的一页，更给
关注两岸未来的全球华人带来无尽的想象空间。

从早期激烈的军事冲突和政治对峙，到逐步走向缓和、打破
坚冰；从开始接触交往，到后来屡经紧张动荡，最终于 2008 年 5
月实现历史性转折……两岸关系几十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跌
宕起伏，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其间，两岸在不同时期举行了多次
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无论是 1993 年的“汪辜会谈”，还是 2005
年的“胡连会”，乃至2008年的“胡萧会”、“陈江会”，这一次次
会面，都是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脚步。

遵循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原则，两岸接触不断增多，经
贸、文化交往日益频密，情感交融更是与日俱增。但随着两岸关
系发展步入深水区，一些重大、敏感、复杂问题日益凸显，亟须
双方透过更深入的沟通妥善解决。正是在此背景下，2013 年 10
月，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高峰会上，陪同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张志军与随行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
誉董事长萧万长的王郁琦相见，简短寒暄，并达成互访共识。似
乎从那一刻起，两岸官方接触就已跨过“由经转政”的分水岭，
向互信与自信迈了一大步。

说到互信，正如张志军在此次会面中所言，“我们今天能够坐
到这里、能够见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国台办与陆委会是双方
依循一个中国原则设立的负责两岸事务的专门机构，但成立20多
年来虽“对口”却一直处于“隔空”状态。如今的“张王会”，就
推进两岸关系有关问题面对面交换意见并达成积极共识，体现了

两岸政治互信达到一定基础，而这个基础正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此基础上，两岸关系制度化达到新的水平。

至于自信，不得不说会面中的称谓。对两岸政治交流，台湾
当局此前难免显得小心谨慎，惟恐被“矮化”。王郁琦曾表示，希
望双方能以主委、主任的职衔相称，否则就“相见不如不见”。倒
是张志军显得更为洒脱，“称谓不必那么在乎，最重要的是把两岸
关系做得更好”。此次会面中，外界也注意到，张志军于一开始就
称王郁琦为“郁琦主委”，王郁琦亦称张志军为“张主任”，反映
出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时越来越娴熟、自信。

在互信与自信的氛围下，“张王会”的指标功能与开拓意义不
言而喻，将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带来更多新的思维与模式，且有
足够回旋空间以待后续推进。它更为两岸历史的进程埋下伏笔，
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想象空间。

当然，岛内舆论在此次会面前已有不少猜测与解读，谈论最
多的莫过于其为两岸领导人见面的铺陈与准备。但会后，王郁琦
已表明，双方并未触及“习马会”议题，因为这本就不在计划中。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用更高的角度与更宽的视野来审视这
次会面对两岸未来交流的积极影响。正如张志军所言，“要破解两
岸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难题，必须要有点想象力。不仅是像这样的
会见，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也应该有更大的想象力”。这个想象
决不局限于简单的一次会面，而是要通过会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维护、巩固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局面，继续扩大两
岸交流、推进对话、密切合作，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进
两岸同胞的福祉。

沟通顺畅了，互信有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每一步迈得扎实稳
定了，想象变为现实也就水到渠成了。

（摘自法国《欧洲时报》）

自信+互信

““张王会张王会””的突破与想象的突破与想象

掀起春节热

谈及当地主流社会对春节的关注，供职于阿根廷《新大陆周刊》的汪
霜荣告诉本报记者，阿总统克里斯蒂娜曾在 2008年给华媒 《新大陆周刊》
写信向旅阿华人祝贺新年，并在2013年春节时表示，按照中国生肖她本人
属蛇，因此当年是她的“本命年”。女总统对中华文化的熟悉与友善也被媒
体广为报道。

法国 《欧洲时报》则从2007年起连续8年发行生肖明信片，今年春节
期间发行的“马到成功”也极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春节热”，日本新华侨报网发表评论《“春节热”
促中国元素国际化》。评论指出，与熊猫、汉字、中华料理等具有代表性的

“中国元素”一道，春节成为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资源；“春节热”是“中
国热”的一部分，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自然结果。

除春节外，在端午、中秋、重阳等中国传统佳节，海外华媒也热情很
高。去年腊月，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一位华裔长者在纽约法拉盛采购腊
八粥食材，她希望延续腊八习俗，并让在美出生的子女体验传统风俗。报
道中还为读者简要介绍了腊八节的起源与习俗。

日本新华侨通讯社王鹏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这些传统节日里，日本华
文媒体通过举办相关活动积极传播中华文化，为中日文化间的交流找到极
好的连接点。

推广学汉语

常言道，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华文教育是华人社会的“三大宝”，由
此可见华文教育在华社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西班牙华文媒体《欧华报》曾在西班牙举办汉语普通话演讲大赛，吸
引了百余名选手参加角逐，其中不乏外国选手的身影。而在 2012 年日本

“五星奖”中文比赛中，组委会特地从日本华文媒体《中文导报》上摘编了
两篇背诵题材：《“中日国民友好交流年”开幕》、《中国国宝海外首展》，
凸显出海外华媒在推广汉语学习中的独特作用。

去年，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纷纷刊文呼吁加强华文教育，反对马教育部
发布的《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初步报告》。华社认为，该报告过于
强调马来文与英文的学习，是对华文小学发展的重大打击。马来西亚《星
洲日报》、《南洋商报》、《东方日报》、《中国报》、《光华日报》等华文报纸
积极发声，及时表达华社对华文小学被边缘化的不满。

在华人、华媒等各方努力下，海外汉语推广与华文教育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在委内瑞拉 《南美新知》 杂志社长余腾波看来，海外华媒、华校、
华文文化团体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虽算不上轰轰烈烈，起码也
是热热闹闹”。然而，许多华裔新生代对华文的掌握仍然基础薄弱，因此，
在海外传播以汉语为重要载体的中华文化仍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

助推软实力

跟随华人的脚步，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渐被世界所熟知，而这一过程
正折射出中国软实力的点滴增长。

《中希时报》总编汪鹏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希腊社会对春节的逐步认知：
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在希腊的中国人很少，当地人对“春节”这个名词
的最初了解来自于电视新闻，几十秒的影像片断便是这个西方古国认知中
国人放鞭炮、迎大年的“启蒙教材”。90年代末以后，华人商店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在这个位于欧洲南端的国度。进入新世纪，华人社区在首都雅典
地区日益壮大，中国春节也越来越为希腊人所熟悉。

与春节同步“走红”的是，很多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激增。对此，日
本新华侨报网直呼“汉语公共外交大有可为”：全球有 5000 万华侨华人，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文学校、社团、媒体以及独具特色的唐人街、中国城
等都是开展汉语公共外交的途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为开展汉语公
共外交提供新途径，海外华文媒体也是重要的渠道。

无论是节日、汉语，还是其它传统元素，华媒都积极进行传播，同
海外华人一起编织浸润着中华文化的“中国结”。在香港中外新闻网副总编
刘登臣看来，以引导力和吸引力为主要内涵的媒体影响力是展示和塑造国
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因此，“通过增强自身的影响力来展示和提升国家软
实力，是包括华文媒体在内的新闻媒体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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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各地唐人街上年味甚浓，多国政

要纷纷为华人送上新春祝福。遍布全球的庆祝活

动异彩纷呈，有华媒甚至将此喻为“春节国际

化”。在传播传统节日文化之余，海外华媒也积

极致力于汉语学习与华文教育的推广。这些点滴

努力的汇集，坚实地为中国提升“软实力”添砖

加瓦。

春节期间，希腊雅典中文学校的老
师们亲手教旅居希腊的华侨学生包饺
子，体验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

全校师生以及学生家长一同参与了
此次活动。从食材的选购、配料的选择，
到拌馅、和面、擀皮、包制等各个环节，学
生们亲自参与了整个制作过程。李芳老
师边演示边讲解，不仅提高了学生对汉语
的听、说能力，还让孩子们在劳动中感受
中国家庭式其乐融融的春节气氛，并进一
步了解了中华饮食文化。

饺子包完了，学生们仍然意犹未
尽。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煮好时，学校的
老师和同学们津津有味地一同分享，大
家都竖起了大拇指，对自己的劳动成果
赞不绝口。

雅典中文学校自从 2004 年开办以
来，整整 10 年相守相伴，秉承推广汉
语、弘扬中国文化、增进中希两国民间
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的宗旨。学校老师
们表示，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让海
外华人、侨胞留住中国文化之根，让更
多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

（摘自希腊《中希时报》）
图①：老师和同学们津津有味地品

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图②：大家一同参加“饺子辞旧

岁 师生迎新春”活动，体验中国传统的
饮食文化。

华 媒 广 角 ●希腊

饺子走进雅典课堂
王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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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媒 聚 焦 ●西班牙

马年春节期间，全世界华人沉浸在辞旧迎新
的喜悦中，但马德里的华人社区却不太平。从年
三十起，小到住家被窃，大到枪击事件，治安再
次成为最棘手的问题。

1月30日，马德里的小黄下班回家，发现家门
大开，门锁有明显的被金属撬开的痕迹，房间内
每个角落都被小偷翻了个遍。小黄立即和房东检
查各自的损失，他们分别损失了300到800欧元不
等。所幸小黄其他几位舍友因为近期不在家，所
以都没有留下贵重物品，因此没有造成财产上太
大的损失。事发后，小黄和房东立即打电话报警。

大年初三晚上，小张准备乘车回马德里。当
他走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时，遭遇了歹徒从背后
的袭击。小张在还没弄清被什么人以及多少人袭
击的情况下就已经失去了辨别能力，他所有的随
身物品均被歹徒洗劫一空，包括两部智能手机、
工作上的文件、银行卡和居留卡。

目前小张已回家休养，除了头顶和下巴被缝了
针外，还伴有头痛、意识模糊等后遗症。但身体的
疼痛远不及心理上的创伤，小张表示自己可能会需
要更多时间来抹去这次遭遇所造成的心理阴影。

同样是大年初三，一名年仅 29 岁的女侨胞在
自己的店里遭到枪击，当场死亡。当天下午3时15
分左右，劫匪头戴黑色面罩闯进受害者陈某的食
品店里，掏出手枪进行威胁，要她把收银机打
开。在遭到陈某拒绝后，歹徒当即朝着女店主开
枪，致其当场死亡，而后者不到 10岁的儿子在一
旁目睹了母亲被杀的全过程。

据 《华新报》 记者了解，受害女侨胞 2004 年
来西发展，在认识现在丈夫之后两个人生活十分
幸福，并于5年前开始经营这家食品店。周围人对
陈某的口碑很好，认为她平时总是笑呵呵的，人
也漂亮，邻居们都很喜欢她。

案发后第二天，各界侨胞纷纷到案发现场悼
念遇害女侨胞。与此同时，西班牙华人微信群里
也开始转发这起事件的报道，希望引起经营店铺

的华人同胞们的注意，提醒他们在遇到危险时应
该第一时间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同时一些群
众也希望发起游行，以期引起马德里警方的注
意，切实地改善马德里的治安环境。

欧浪观点 ▶▶▶
面对抢劫，侨胞们首先应保护自己

的安全。事实上，西班牙警方也是这么
要求市民的：在遇到劫匪时，不要为了
保护财产和劫匪对抗，尽量让劫匪拿到
钱之后快点离开，这样被抢的人才能尽
快脱离危险。至于和劫匪斗争，那是警
察的工作。

这并不是说就让歹徒逍遥法外。不
与歹徒对抗是为了保护大家的生命安
全，但歹徒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
价。以西班牙当地的店铺为例，这些店
铺大都安装了监控设备和报警装置。在
遭到抢劫之后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保安或
者警察，通过周围街区的监控，警方可
以尽快锁定嫌疑人。

虽然西班牙的警察平时拖拖拉拉，
但在遇到抢劫案的时候，还是比较尽职
尽责和有效率的，当然前提是要有线
索。从这方面来说，监控设备是一个比
较好的选择。英勇的反抗不提倡，但我
们可以选择让歹徒无所遁形。

不过就目前来说，西班牙大部分华
人食品店还是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很多
侨胞朋友都觉得安装一个监控要申请，
还要几百块钱，太贵了。但需要知道的
是，在关键的时候，这样的设备可以帮
助大家挽回损失。

（摘自西班牙欧浪网）

华社刑事案频发

华人应防患于未然
华社刑事案频发

华人应防患于未然

华 媒 观 点 ●法国

1111日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右三右三））在南京与来访的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在南京与来访的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
郁琦郁琦（（左四左四））会面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有关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就推进两岸关系有关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积极共识并达成积极共识。。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