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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一份报纸与一个大国的与一个大国的3030年年
本报记者 严 冰 陈振凯 刘少华 申孟哲

30年后，王咏赋依旧记得5号楼里，那些不眠的夜晚，也常常想起老谭。
现在他的办公室搬到了19号楼，开窗鸟鸣四起，抬眼几棵大树。30

年来，他生活在红庙一带，没离开过“金台西路2号”这个院子，自己也从
“小王”成了“红庙老王”，而“老谭”自然成了“谭老”。

谭老，《人民日报海外版》首任总编辑谭文瑞，于去年7月在北戴河度
假时摔伤，不久去世，享年92岁。他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是共和国新闻
界泰斗级人物。

人民日报社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说，一代代总编辑，一代
代海外版人的努力，让这份报纸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探索、成长与辉煌。海外
版的影响力和这个国家，和它所在的人民日报社一起，30年来不断壮大。

5号楼的灯光

人民日报社是个大院，5号楼在西北角，19号楼位于东南角，两者之
间步行要走 10 分钟。而《人民日报海外版》从 1985 年在 5 号楼创刊到
1992年搬到19号楼，中间有7年时间。

1977年，在中国东北的辽宁沈阳，有个 19岁青年，喜悦地参加了“文
革”后首次高考。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国家的命运和方向在变，并
由衷感到一切都充满希望。

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这个
青年叫王咏赋。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进入人民日报社，他和研究生同学
中不少人，连同报社一些部门的骨干，迎来一个重要任务——在原有《人
民日报》的基础上，创办一份供海外读者阅读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要求
1985年创刊。

当时，距离冷战结束还有6年，而中国改革开放已搞了六七年。刚刚
过去的1984年，神枪手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摘了奥运首金；
沿海 14个城市扩大对外开放；在内地的河北正定县，时任县委书记习近
平，正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各种创新和改革。当时的中国，四处喷薄着一股
子精气神，让人兴奋。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充满期待，离报
纸创刊还有3个多月，他就在3月份欣然题词：“向海外朋友问好！”

1978年、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日、访美。邓小平知道，时代潮流已
变，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他也看到了西方的发达与中国
的落后，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吸引外资，引进外脑。

另外，邓小平也感知了海外华侨华人渴望参与到祖国建设中来的热
情，他们或正在拼搏，或已富甲一方，思乡之情、报乡之志日益滋长，他们
想听到祖国的声音，看到方块的文字。他们把“想家”印到T恤衫上。

这样，自7月1日一出生，《人民日报海外版》就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肩负起沟通国内外，联络华侨华人的“国家任务”。

作为首任总编辑，谭文瑞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创刊看作
新闻改革的契机。

他要求编辑记者，在保持党中央机关报的立场、格调基础
上，适应海外读者的习惯和接受水平，有针对性地向他们介绍
我们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祖国的新面貌，传播他们所关心
的各种最新信息，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为他们提供咨询服
务，力求办得生动活泼。

他说，要放开一点，选材、标题和《人民日报》有区别，不要
长篇大论，文字情趣要符合海外读者的口味。

很快，1985年 7月 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面向全世
界发行。面目清新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果然引得海内外读者
瞩目，成为无数海外游子竞相传看的“家书”、心系故园的纽带。

王咏赋没想到，刚毕业，就要创业，“体制内创业”。5号楼
有太多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创刊，便是其中激动人心的
一个。“我手头不仅有创刊号，还有创刊之前的试刊。”

一到夜晚，5号楼4层那间大办公室里就灯火通明。它照着
过往的行人，照着楼前那棵粗大的松树，也照着报样上的中国
和世界。

19号楼的玉兰树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现址19号楼前，有两颗粗壮的
玉兰树。

很多人说，没想到玉兰树也能长这么大。是的，也不知道
从哪天开始，它们就长这么大了。

这种感觉，就像当年没人想到，中国经济能快速攀上“世界第二”的位
置，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能那么快地提高一样。

从1985年到2015年，30年过去，《人民日报海外版》见证了中国的探
索和发展，记录了时代变迁，它自身也成为时代的一部分。

30年前，红庙一带还是纺织厂扎堆的工业区和职工住宅区。现在，这
里已是北京的CBD（中央商务区）。

30年前，中国开始创办开发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摸
索。老青岛人还记得，黄岛当时是一片没人愿意去的地方，而今荒滩成了
城市。外资企业来了，怎么管理，没有经验，土地是出让、出租还是划拨，

也没有头绪。而今，几百家日
企、韩企在青岛十几个

各级各类开发区
里，有条不

紊

地运作。更重要的是，青岛企业开始走出去，到东南亚，到欧洲，到日本，
去兼并企业，投资设厂。

《人民日报海外版》“沿海14城”“开发区走过30年”等系列报道，记录
了这一切。

中国的点滴变化，中国发展中的喜悦与纠结，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每一
个脚步，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每一次关键历史节点，《人民日报海外版》都记
录在案。30年来，它孜孜不倦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发展，中
国人的情感。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地区正式宣布“行政院”的决议案，民众赴大
陆探亲，一年可有一次，一次3个月。两岸隔绝38年的历史被打破。这一
消息，让浓浓乡愁终于有了流淌之地。到大陆“回娘家”，让一个个垂垂老
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澎湃，老泪横流。《相思正是吐黄时》，首发在1987年
11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用感人的细节记录了那段历史。

“台湾相思，多美的名字！……地球上的植物当初衍生繁殖时，本无
名字，人类把自己悲欢离合的故事赋予它，才使草木有情”……

《相思正是吐黄时》被评为“1987年全国好新闻作品”通讯组一等奖，
后入选全国高中语文教材，成为全国高中生的共同记忆，它还被编入厦门
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的新闻写作教材。作者连锦添写此文时，才24岁，
风华正茂。

这份报纸的记者走遍天下。“冰面裂隙很多，有些地方用杆一捅，薄冰
即碎，下面水深不可测。白得眩目的浮雪下面，不时发出‘轰、轰、轰’的碎
裂声，闻之恐怖之感顿生。”对于当年的南极历险，记者孔晓宁记忆深刻，
他是国内新闻界第一个随科考队完成北极、南极与青藏高原“三极”采访
的记者。当看到北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孔晓宁想到的是，这是天安门广
场国旗班战士递交到科考队员手中的，虽然相距 5500 多公里，但是“北
极，与祖国息息相关”。

因为见证并参与时代，《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大量作品、专栏荣获各种
奖项，或者进入中外教材。这其中包括“望海楼”专栏、专栏文章《中国不
是中东》等。

抽屉里的钢尺

一位新入职的小编，从办公室抽屉里发现一把磨得发白的钢尺，不知
是哪位编辑留下的。创刊初期，《人民日报海外版》用激光照排机打印相
纸拼组版面，这把钢尺就是剪裁相纸时所用的标尺。时光荏苒，电脑拼版
取代了手工裁剪，这把钢尺虽已“退役”，却似乎一直用坚硬的刻度测量着
一份报纸的力量和温度。

人们无法忘记，新世纪前夜，1999年美国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
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手举一份报纸据理力争的情景。这份报纸的图文，

揭露了大量事实，有力反驳了美国的狡辩。这份报纸就是《人民日报海外
版》。在美国、欧洲等很多地方，可以直接在当地印刷发行的海外版，关键
时刻屡次成为斗争武器。

有个数字，让人意想不到：60%。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
外资的总量，60%以上由华侨华人投资或牵线。而海外华侨华人，他们最
常看的一份报纸即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不少华侨华人表示，正是因为
看了海外版，或者通过海外版认识了朋友，了解了政策，看清了形势，嗅到
了祖国发展的机遇，才下定了回国投资的决心。

一些回国投资捐款的华侨，多为所在国的侨领。他们中不少人，在企
业做大之后，自己创办了一份华文媒体。他们发现，与《人民日报海外版》
合作，将它的内容选登在上面，不仅能给他们带来权威性的提升，还使自
己原有的报纸成为更大的华侨华人交流平台。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外宣版面，即将 30岁的《人民日
报海外版》，早已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外宣主力品牌。目前，它的海外合作
伙伴已超 30家。在海外版的报头上，读者能看到，它的海外印点有包括
东京、旧金山、纽约等在内的9个城市。

“触网”后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同样让人瞩目。旗下官方网站海外
网，已成为深具影响力的中央级网站，目前已在新加坡、德国、荷兰

建立频道。海外网上，来自海外的浏览量约占10%，其中，港
澳台、美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泰国、印度等国家和

地区排在前列。
很多留学生感受了海外版的温暖。

他们说，那是“邮箱里的灯光”。
初到海外留学，举目无亲之

际，大使馆给他们每
人 订 阅 一 份

《人 民

日报海外版》。在满是洋文的世界，看到“一封来自中国的家书”，那种温
暖难以言说。全国政协委员、国防部外事办原主任钱利华少将，清华大学
胡鞍钢教授，还有大量曾有海外留学、交流经历的人，他们回国多年仍有
坚持订阅海外版的习惯。

美国、加拿大等国深夜时，祖国正是中午，巨大的时差，不能阻挡一颗
颗思乡的中国心与祖国同步跳动。很多人多年不回国，可能会对风景、城
市感到短暂的陌生，但却不会对祖国的发展思路、流行词汇、重大事件生
疏，“因为我们在读《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很多人教育子女学中文，用
的也是这份报纸。

李清敌，出国前，为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生，现为美国联
邦政府终生雇员，在美国国立卫生科学院从事传染病及癌症领域的研

究。他说，1985 年，我在路边的报刊橱窗里与《人民日报海外
版》谋面，从此开启了我与它长达30年的深厚情缘。

24年前，他自费赴美国留学，很快就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
获得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订阅信息，从那时起持续订阅了25
年，从未间断过。每次收到邮局送来的海外版，他都觉得特别
亲切，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经济、文艺、旅游、科教等
版面和专栏，让他印象深刻。

“望海楼”的眼光

望海楼，是北京后海一座名楼的名字，还是《人民日报海外
版》的一个专栏，自创刊第一天就有了。

现在，它每天在一版出现，就国际时事发出中国声音。望
海楼的一大特点是快。天下大事，刚刚发生，望海楼的眼光就
盯上了，立刻作出评论。

速度感，也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感知。30年，悠忽而过。
它从一出生，就是“快车道”。它用日本写研机器，印出了中国第一
张激光照排的报纸，这在30年前，是十分先进和时髦的事情。

30年后，媒体融合的时代，它的旗下已经聚集了大量子品
牌。2012年海外网创办；2014年“海客”新闻客户端上线；同一
年，“侠客岛”“学习小组”两个微信公号异军突起，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力，有效引导了网络舆论，打通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
远”的那段距离。

30年中，《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几次重要的变化。1992年从
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这既有依法治国的时代需要（语言文字法要求使用简
体字），也有不再“古典雅致”的遗憾；2005年改版，把“望海楼”专栏从内页
移到头版，从文化杂谈改为国际时评，开启了时政新闻的新一轮改革；
2011年再次改版，从宽报改为瘦报，版面创新，特色更加鲜明。

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有不同的使命和责任。不变的是，它始终走在时
代前列，始终有自己的担当。

在天津南开大学，有个读传播学的女生，研读《人民日报海外版》时发
现，这几年，它的时政报道开始增加，评论也更加鲜明犀利。她想知道原因，
便开始了对海外版的深入研究。对人民日报海外版给予关注并进行学术
研究，是国内外一些新闻学院学生的重要课题。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的
巨大成就，可持续的增长，让世界反省：这个国家的治理，或许是值得借鉴
的。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梦想、中国的治理、中国的改革……它们有何特点，
该怎样去理解？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民日报海外版》加大了时政报道。

几乎同期，世界上各种现象和声音也需要中国去解读、回应，《人民日
报海外版》的时评，更加趋于鲜明、犀利。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要与西方
舆论斗争，就需要用“融通中外”的方式，需要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西方
人不喜欢绕弯子，喜欢直来直去，那好，海外版就给出鲜明的观点。我认
为你错了就直接说，这是鲜明；我用较短的文字，一针见血指出你错的地
方，并用逻辑和事实证明，这是犀利。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王君超教授，曾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度过 8年
夜班时光，1994年到2002年，这8年是中国也是这份报纸的爬坡阶段。

作为“老海外版人”，王君超的感觉是，海外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
在美国和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海外版，感到很亲切。你到
了国外，如果只能看到一份中文报纸，那肯定是《人民日报海外版》。”

王君超说，中国国力增强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增强了，作为一个
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也逐步建构起来了。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会成

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越需要向世界如实地传播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在
这方面，海外版地位特殊，优势明显，完全可以大展所长，创造出

新的业绩。

1985年7月，本报创刊庆祝大会举行。1985年7月，本报创刊庆祝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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