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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那个夏天，新中国第一张以对外宣传为主的中文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北京诞生。

从出生至而立，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已然成为这张报纸刻在血脉里
的风景，成为这张报纸对外传播中最浓厚的底色。

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写信给我们说：这张报纸不仅仅是信息的载

体，更是情感的载体。是它，让我们感到无论走到哪里，都与祖国同在；
是它，让我们无论身处何方，都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根在何处。

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致力于为全球留学生、华侨华人打造具有浓
重文化氛围的精神家园，并向世界讲述一个个精彩的中华文化故事，这，
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之一。

中华文明古老而灿烂，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
华文明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华文化越发受到世界人民的向往和喜
爱，更成为海外留学生、华侨华人永恒的精神家园。

30年来，悠久的中华文明，一直是这张报纸报道的重点。
“现在说起来，很多读者可能对“神州”这块《人民日报海外

版》创刊初期就有的版面还有印象，当时还分为综合版和作品版，
丰富深厚的故土文化勾起他们的思乡之情。30年来，我们的文艺
报道不断创新，现在，每周都通过“文化万象”、“文学乡土”、“名
流”、“读书沙龙”、“艺术部落”、“中华瑰宝”等6块以上的版面，持
续不断地向海外报道中华文化的成就。”从1986年至今，张稚丹已
经在文艺部度过了将近30个春秋，对于这张报纸在文化报道领域
内的历史和所付出的努力，如数家珍，这些版面，一直伴随着《人
民日报海外版》对外发行的脚步，传送到世界各地的读者手中。

尤其可贵的是，对于中华文化的报道，这张报纸不满足于常
规的持续性关注，更在不断探索通过抓住一些时间和重要节点性
事件，展开成规模的集中性报道，系统性地阐述中华文化的内涵
和民族特色。

“年年过春节，春节是什么？春节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
如果猛地这样一问，即使过惯了春节的您，会不会一时语

塞？《人民日报海外版》原编委沈兴耕做过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得
到的答案五花八门，即使是一些人们眼中的文化人，一时也很难
讲清楚春节的文化意蕴。

不过不要紧，让《人民日报海外版》来告诉您。
从2011年的春节开始，这张报纸在总编辑张德修的一手策划

下，连续3年，推出了84个版的巨幅报道，主题只有一个：“春节”。
“中国人过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我们能不能通过系列

报道，讲清楚这个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的文化内涵？这么
做，不仅能吸引读者，还有了保存价值。”总编辑这样说。

沈兴耕回忆说，这84个版，第一年主讲传统性，第二年主讲现代
性，第三年主讲国际性，每年一个大主题。春节的记忆、牵挂、团圆、
符号、拜年……与春节有关的文化元素，都被囊括进来了。

“由于有了文化的底色，这些报道具有了时间上的抗
压性和阅读上的含金量，不仅报道很成功，而且对传统文
化建设也做出了独特贡献。”沈兴耕对当年这场全体同仁
参与的重大文化报道“战役”，至今觉得自豪。

而今，在文化领域抓住节
点推重点系列报道的方式，已
经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运用
得得心应手，一组组恢宏漂亮
的文化系列报道，正在成规模
地向世界讲述中华文化。

关于中华的传统节庆，这张报
纸在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七夕以及二十
四节气等重要日子来临时，推专题报道讲
述文化源流；关于中国的戏曲文化，这张报纸推出“中国戏曲”系列，不仅讲戏曲，更讲戏曲
所体现的中国儒雅文化特征和东方美学特征；关于中国的传统佳肴，这张报纸派出赵珊等
记者，历时几个月，遍访八大菜系，不仅讲美食，更讲美食骨子的文化内涵；关于中国的宗教
文化，这张报纸又是派出十几名记者，独家走进中国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仰有代表性的活动
场所，连续4年，推出超过30个版面的体验式报道……

“文以载道。文化不但能凝聚全民族的人心，还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重要的软实力。
中国有悠久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好中国传统文化，
就能帮助社会克服浮躁，让大家更多关注内心的精神生活。”张稚丹表达了这样的体会。

84个版里的春节

《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书
画方面的报道很有渊源，捧
红了不少年轻的画家。对于
这一点，李绪萱，文艺部的
第三任主任，颇为自豪地指
出，当时的 《人民日报海外
版》 对艺术品的评价，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美术界
的标准，也受到国外艺术界
的认可。

罗国士当年还没多少名
气的时候要到美国 15 个城市
办画展，李绪萱在京西宾馆
提 前 看 到 他 的 画 ， 觉 得 不
错，写了篇评论，结果美国
第一站，罗国士的画就被抢
购。

2003 年，本报开设“品
艺小语”栏目，为海内外200
多件书法、绘画、雕塑等艺
术品写评语。“不管是不是有
名气的作者，只有作品够格
才能上。”李绪萱回忆。当时

吴静山是广东某中学的美术老师，作品不错，就在报上登了他的作品并配了评论，正是
这一个事件，吴静山开始受到画界关注，后来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当年，辽宁画家宋雨桂、冯大中来京办画展，李绪萱惊诧于作品的优秀，遂写了篇
《关外飞来一团火》，谁知竟引起画界大讨论，“这团火”的影响竟达10年之久。中国书
画鉴定权威杨仁恺在“火”文发表11年后，论述宋雨桂的绘画艺术，引用了“火”文中
的观点作为他对这位艺术家的评价的补充。

身处这种精研业务的氛围中，当时在文艺部工作的梁永琳一头扎进了书法，利用与
启功、赵朴初、欧阳中石、沈鹏等书法大家接触的机会勤奋学习，现在，他自己也成为
了一位书法名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市场极大繁荣，这张报纸及时捕捉最新鲜的文化事件，
形成文化影响力。

2009年6月，网络文学的发展引起了这张报纸的关注。那时网络写手唐家三少才出
道，作协里还没有网络文学作家太多的声音。当“网络文学怎么看”观察系列在本报推
出后，反响极大，得到了中央相关领导的批示，指出系列文章反映了网络时代文化建设
的一个重要问题。于是，各大媒体对网络文学的报道才逐渐升温。

无独有偶，2011年11月，记者杨鸥在第八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采访时听说莫言可能
要当选作协副主席，当时就预约了莫言。采访结束时，莫言说：“明天宣布当选结果，你
们后天发出来就是第一家采访的。”这就是后来的独家专访：《对外推介作品要重质量
——专访新当选作协副主席莫言》。后来，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这张报纸又一路跟
踪，采写了《家乡的莫言，世界的莫言》等一系列独家报道。

中国影视产业发展迅猛，本报关注的目光也一直未曾远离。作为长期从事影视报道工
作的记者，在苗春的记忆中，有陈道明的认真，他会在发布会前就把电视剧的光盘预先寄给
记者；也有章子怡的成长，她从《卧虎藏龙》发布会上的拘谨到《一代宗师》发布会上的满满
自信。作为一名影视记者，苗春见证了中国电影业的繁荣，见证了演员们如何地长成。

冰心、艾青、秦牧、徐迟、黄胄、李可染……在 《人民日报海外版》 的文化地图
里，大家、大事件就这样此起彼伏，成为一部当代活的文化艺术史。

大家云集的“文化地图”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文唤起千百声。
在这方寸之间，传递中华情怀、让

海外游子寄托乡愁的 《人民日报海外
版》 不只是单向地展示内容，还利用好
自身的权威性，在有限的版面里组织起
一系列以中西方文化交汇为主题的讨

论，释放出无尽的向心力与吸引力。
“如果这几篇文章能够引发一场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认识西方的争论，那就

太好了。”2011年8月5日，第7版“文化万象”，旅法学者郑若麟写到。
“ 《人民日报海外版》 的这次讨论就是把不同的观点放在一块然后大家

参与讨论，对于开放时代中国言论的多样性是一种促进。”在一篇题为《开放
时代组织好中国声音的交响曲》 的演讲稿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郭镇之教授这样阐述。

《向西看的那个槛》、《话语的流向》，2011年 6月，这两篇来自旅法女作
家边芹的文章在 《人民日报海外版》 先后发表，为“认识西
方和西方怎么看中国”提供了独特视角。这位特立独行的女
作家认为，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

而有意的行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文明制高点。
“如何认识西

方 ？ 如 何 了 解 西
方？如何与西方共
处？如何与西方合

作？如何让西方了解和
认识真正的中国？很多

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些
问题的答案。”19号楼，三

层朝西的办公室里，当时负责这组系列
讨论的“文化万象”版编辑张永恒说起
了当时策划的背景。

“东西方文化的交汇本身就是个能
激发智慧火花的话题。而张德修总编辑
就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边芹类似主题
的作品，觉得她的观点很有新意，于是
就让我寻找途径向她约稿。”当然，张
永恒并没有想到这个话题所引起交锋的
火爆程度。

“其中一期，我们将美国读者潘启
元对边芹观点的批评和边芹对潘先生看
法的回应一同呈现。虽然他们观点不一

致，但我们能从中深深感受到相同的责任感和拳拳
爱国心。”说到这，他自豪地回忆起当时一封封包含
了读者来信、改稿意见的电子邮件充满邮箱的场景。

类似的讨论也发生在2014年的夏天。一篇经深度采访后撰写
的 《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 引发了海外华侨华人对是否应该
送孩子回国读书的热议。欧美、日韩、非洲，电子邮件、微博、

微信群讨论、网站社区跟帖纷至沓来。本报将其汇总后呈现于版面，再讨论、再汇总、再呈现。
前后数月时间里，7个版的观点讨论在本报呈现，“送孩子回国读书，好还是不好”成为了

那段时期华侨华人版的经典话题。
更早的时期，《海外同胞：何以排解深深乡愁》、《海外同胞：如何留住“文化之根”》，这

些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的作品，引出了关于文化的讨论话题，激发了读者的共
鸣与参与感，从而源源不断地加入探讨，让话题越滚越热。

当然，与后来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形式相比，当时的讨论还有不少读者是以寄来信件的方式
参与的。在本报老员工眼里，虽然这种“漂洋过海”的方式少了速度，却也因为“慢”而累积
了更多温度。

厚厚的信封、泛黄的信纸，它们正一沓沓地被叠好，收藏于老编辑的办公室里。老员工们
说，很多人素未谋面，但就是因话题讨论有了书信交流，也因书信交流变成了朋友。

纸张上的观点交锋纸张上的观点交锋

有一次，本报的编辑走访一个华人社区。当地华人一张口便问：“刘老师来了吗？”
刘老师何许人也？这要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座谈说起。
两位编辑前往德国柏林，与当地读者座谈。一位名叫林希的中文老师提议：“给孩子们开一个专

栏，哪怕只占一块很小的地方都行。”讲完这句话后，林希心里打起了鼓，他觉得自己的提议太唐突。
让林希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位编辑回国不久，海外版就推出了“学中文”专栏，责编正是刘菲刘

老师。刘菲清晰地记得，开栏时间是1995年12月28日。1997年11月8日，专栏扩展成了专版。
“学中文”火了，大量的来稿涌进刘老师的信箱。最小的作者，德国的何安童，只有4岁；最年

长的，日本伊藤文枝，已经86岁。
一个个方块字，一旦注入了游子与祖籍国的感情，就有了温度。一位美国华人读者说：“英文

开会、英文电话、英文处理邮件、报告等等，回家看着海外版的简体方块字，特别赏心悦目。”
20年了，刘老师攒了一大箱的来信。有的其实算不上信。一幅“北京奥运加油”的漫画；一个

大大的“福”字；一张写着“我叫晗霓，4岁了。我出生在瑞士，可我是中国人”的纸片……
刘老师说，她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她喜欢孩子，更喜欢“润物细无声”地拉近孩子与祖籍国的感情。
人民日报社的有些老同事，至今还记着这样的场景：在报社大院里，一群孩子，扛着旗子，活泼

又威风。这是“海外儿童学中文夏
令营”，领队的就是刘老师。

夏令营从 1997 年开始，办了 6
年，总共来了 500多个孩子，其间的
故事是数不尽的：孩子们到天安门，
看着国旗升起，激动地流下眼泪；到
四川，与当地小朋友手拉手，久久不
愿离开……

而今，刘老师已经换了办公室，
但原来的号码还经常接到海外的电
话：“今年还办不办夏令营？只有把
孩子交给人民日报，我们才放心。”

除了来电，我们的编辑还收到大
量来信。为了方便与读者沟通，早在
1991年，海外版就开设了“读者园地”
版，2007年7月更名为“读者桥”。

2002 年 9 月，法国巴黎。一位
读者看完本报当天的报纸后，赫然
心惊，边读边哭，一夜未眠。原来，发表在“读者桥”上一篇文章——《永远珍藏》，主角正是他失联
多年的亲友，如今亲友已经辞世。这位华人辗转打听，终于联系到了亲友一家。

这样的温情故事，主持“读者桥”20年的张燕萍能讲出很多。
台商李先生拜托“读者桥”寻找大陆亲人；美籍华人吴女士来信询问，如何通过希望工程资助

失学儿童……
在张燕萍的珍藏里，有一张连版的报纸，特别扎眼。日期是2002年2月8日，一副对联分列报

纸两边，中间是45条寄语和签名。这是“华侨华人大拜年”活动，即以新年寄语的形式，邀请海外
华侨华人表达其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与祝福。

“读者桥”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栏目，名叫“领事服务”。这是与外交部合办的栏目，先后解读
了数十个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最为关心和急于知晓的国家政策。

“每一次‘我与海外版’征文，应征稿件都会像雪片一样飞来，炽热的话语、真挚的情怀，像对益
友的倾诉。”张燕萍说。

与海外联系密切的“海归创业”版编辑齐欣，对这份感情有独到的解读：“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
海外游子，我们记录人迁徙的轨迹，传递家乡声音，形成文化纽带。”

日本华人读者石小军回忆说：10年了，从日本到欧美，再折回日本。许多次的迁移中，一直跟在我
窗前信箱里的只有这两样：《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寄自母亲与3个姐姐的信件。

30年了，石小军这样的读者，还有很多，我们以报为媒，他们与报结缘，通过一篇篇闪烁着中
华文化智慧的报道，不仅找到了精神食粮，更找到了精神家园。

方块字里的温度

夏令营儿童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文化名家阅读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