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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桥

一 封 家 书 一 份 期 待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为庆祝《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而举
办的“我与海外版”征文活动，到今天就告一段
落了。在此，本报编辑部对参与和关注本次征文
的广大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次征文共收到来稿近百篇，本报“要闻”
版、“读者桥”版共选登了 50 余篇。作者以多年
来的亲身感受讲述了与海外版从相识、相知到相
融的历程，叙说了从海外版这份“家书”中获得

祖 （籍） 国多方面信息时的感触，抒发了对海外
版的眷恋之情，也对海外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看到这一席席热乎乎的话语，编辑们的心一次次
被打动——我们为有这样的读者朋友而自豪，同
时，也感到自己肩负的职责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
神圣！

读者的话是鼓励，也是鞭策。我们一定不辜负
读者的期望，努力把海外版办得更加符合读者的
需要。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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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版成了授课素材
我是一名中学的政治学科教师，不断寻求

激发课堂吸引力的教学路径，以提高学生成
绩。2014 年 11 月 17 日，我在 《人民日报海外
版》 上看到“学中文在欧洲成时尚”一文，概
括了中文在欧洲的推广现状，并分析了近年来
世界各国掀起汉语热的深层次缘由。我决定在
讲授“文化在交流中传播”时，以此文为例
文。课堂上，我据此文给同学们出了思考题，
并鼓励他们登台发言。没想到同学们争先恐后
上台各抒己见，并建议我今后多搜集课外素
材。我暗自高兴：自己尝试的这一教学路径一
举成功了。

［河北］秦延涛

诸多的“第一次”
1986 年，我在北师大实验中学考察时，传

达室的“刘阿姨”赠我一份 《人民日报海外
版》，这是我第一次与她谋面；1987年，我第一
次自费订阅海外版，至今已连续订阅了 28 年；
1993 年 2 月 15 日，我的文章第一次在海外版发
表；2003 年 9 月，在出席“华梅服饰文化研究
所成立暨学术研讨会”时，我第一次接受海外
版记者张何平的采访；2008年 12月，我第一次
走访了海外版编辑部。今后，我还要继续订阅
海外版，或许，我和她之间还会演绎新的“第
一次”的故事。 ［甘肃］李 璘

为海外版“做媒”
2012 年，我把韩国朋友千先生在中国研修

中文的趣事儿写出来，投给了 《人民日报海外
版》“学中文”版。文章发表后，我把样报寄给
了已经回国的千先生，他非常高兴，逢人便
说。更难得的是，他发现“学中文”版是外国
人学习中文的好教材，非常符合他的兴趣。由
此，他开始订阅海外版，对其爱不释手。不久
前，我与千先生在电话里谈及此事，他说，读
海外版不仅能学中文，还能了解中国文化。听
到这些，作为把海外版介绍给外国朋友的“媒
人”，我感到很自豪。 ［江苏］陆建明

海外版教我写新闻
2003 年，我被聘为县新闻宣传通讯员。我

想，要胜任这一工作，就要多学习、勤动脑、
常动笔。于是，我坚持不辍地阅读从堂兄那里
得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后来，家里安了电
脑，我就爱上了海外版的多媒体数字平台。海
外版培养了我的新闻采写能力，年年都有几篇
稿件被各级报刊采用，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去
年7月9日，我写的《土家小镇飘茶香》一文，被海
外版“旅游天地”版采用，这是我的稿子第一次上
海外版，高兴得我几宿都没睡好觉。

［湖北］葛权

编辑写来亲笔信
我第一次给 《人民日报海外版》 投稿，是

在1986年2月。大约到了4月上旬，一位朋友打
电话告诉我，说他在海外版上看到了我写的文
章，当时，我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尤其难忘
的是，海外版的编辑老师还曾亲笔给我写信，
向我提建议。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的写作水平
有了较大的提高。2008年10月，我的言论杂文
选《滴水集》正式出版，圆了我的出书梦。

今年，我已是 70 多岁的老人。思前想后，
是阅读和写作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海外版的编
辑老师对我的指点和鼓励，才让我走上了成功
之路。

［江苏］孙杨生

点亮心中一盏明灯
《人民日报海外版》 创刊后不久，厂里就订

阅了这份报纸，以了解国内外形势和海外市场信
息。每天，海外版一到，我就先读为快。她刊登
的优秀作品给了我许多启迪，成为我的良师益
友，并助我圆了文学梦。30年来，我们就像老朋
友，在岁月中一次次握手。即便是在我夫妻双双下
岗、创业初期十分艰难的日子里，我也曾自费订阅
海外版。多少个夜晚，捧读它，如同点亮心中的一
盏明灯。 ［湖北］苏舜霖

了解世界的一扇窗
我是一位中学高中部政治教师兼班主任，

需要全面了解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外
交等方面的情况。因此，我自费订阅 《人民日
报海外版》 已有 30 年。我还为班级订了 4 份海
外版，她对学生起了不小的教育作用。在海
外版的引导下，已有多名学生成为外交工作者。

30 年来，海外版已经成为我寻求精神滋补
和价值提升的最好园地。她就像一位既亲切又
和蔼的朋友，陪伴我身边，打开我视野。我非
常珍爱这段30年筑成的友情。

［上海］赵天安

家庭教育的好帮手
我平日很重视对两个儿子的家庭教育。为

了做一名合格的家长，我经常去听当地教育局
开办的家长函授课，还从2007年起，自费订阅

《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海外版对我的家庭
教育帮助很大，在此，我代表全家向海外版的
工作人员道一声：谢谢！同时，我建议海外版
今后多刊登一些成功人士的事迹以及励志故
事，以激励人们积极进取。

［江西］程裕青

小城故事传海外
我曾在陕西的一个县城当记者，常有机会

深入到基层百姓的生活之中。我的美好愿望是
让小城里发生的故事，通过 《人民日报海外
版》 这样的中央级大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
个愿望终于在2001年5月24日得以实现——海
外版刊登了我的摄影报道《“复明一号”造福陕
西乡村百姓》。我坚信小城里有大题材，陆陆续
续地给海外版投稿，几年中又有两篇得以刊用。
我非常感谢海外版对基层百姓生活的关注。

［陕西］程翔

家乡菜肴 海外飘香
受长辈的影响，我从小就爱上烹饪。2010

年，我在图书馆读《人民日报海外版》时，看到
“我的拿手菜”栏目很有特色，它不但介绍美食，
还传播饮食健康知识。于是，我在初春时节写了

“青蒜烫百叶”一文，意在告诉读者用食疗防治
感冒。文章一出，反响很好。海外版给了我写作
的动力，这之后我将家乡的特色菜肴相继介绍
给全国各地的美食报刊，使我不但在家乡有了
名气，而且还经常接到来自海外的电话，请教我
们家乡的拿手菜。 ［江苏］王国华

工作中的良师益友
我初来中国黄河电视台这个对美国播出的专业电视台时，把握不

准国外观众想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也不知道如何与国外观众“沟
通”和“交流”。正在迷茫之时，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看到一份

《人民日报海外版》，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在字里行间搜寻与
我工作相关的内容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海外版就是我今后工
作的方向和老师。

在年底工作总结大会上，台领导表扬我的节目做得好，并让我介绍
经验。我向大家公布了我的“秘密武器”——自费订阅的海外版。我建议
领导给台里订几份，事后我发现，不仅台里领导层，就连一些基层栏目
组也都订阅了海外版。从此，她便成了我们对外传播工作中的良师益
友。

［山西］赵建荣

鲤鱼跳过了龙门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分局文化宫主管职工

的文艺创作和演出工作。在单位的阅览室里，我与 《人民日报海外
版》 邂逅，一见就爱不释手了！路局鼓励大家给中央级报纸投稿，
我起初觉得高不可攀，转念一想，就当是鲤鱼跳龙门，也得试试
吧。于是，我开始给海外版投稿。一天，我收到海外版编辑的来
信，对我写的 《我的老妈妈》 一文，提出了 4 点修改建议，我欣
喜万分：不知摔掉了多少片鲤鱼麟，我终于要跃过龙门了。稿子
按照要求修改后，很快就发表了，而且反响很好。我奉命调入路
局报社，这是我今生的大事。在海外版迎来创刊 30 周年之际，我
权以天池雪水为琼浆，向海外版高高擎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

［新疆］左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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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在首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 3030周周
年座谈会上年座谈会上，，海外版中东刊办事处唐振刚先生正在阅读海外版海外版中东刊办事处唐振刚先生正在阅读海外版。。

杜老师：
“黄”有“黄帝”的含义，人们常说

“炎黄子孙”。人们还常说“黄皮肤”等。但
是，我有时看到报刊上用“黄”“黄色”来表示

“色情”“淫秽”的意思。例如有“涉黄违法”“扫
黄”等说法。这类说法是否妥当？谢谢。

美国读者黄传炎

黄传炎读者：
您好！来信已阅。感谢您对本栏目的关注。下面

回答您的问题。

19世纪末，美国纽约《世界报》为招徕读者、扩
大销量，用黄颜色的版面刊载色情漫画。后来人们用

“黄色刊物”来指带有色情内容的刊物。1937年出版
的《国语辞典》指出，“黄色刊物”“谓以低级趣味争
取读者之刊物，因半世纪前美国纽约《世界报》以黄
色印版之漫画互争销路而有此称”。

渐渐地，人们也用“黄色”或“黄”指有色情内
容的事物。例如 《汉语大辞典》 中说“黄”有“黄
色，淫秽”义，所举出的例子是：

（1） 有人简单地把花旦戏一律认为“黄”或者
“粉”。（夏衍《〈香罗帕〉是一出好喜剧》）

（2） 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

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
呀！真黄！”（刘心武《班主任》）

《辞海》（第6版） 指出，“黄色”有“特指色情”
的含义，并举出“黄色书刊”“黄色电影”的例子。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说，“黄色”是“属性
词”，指“内容色情的”，且举出“黄色小说”“黄色
录像”的用例。还说明“黄”有“内容色情的”的含
义，举例为“扫黄”“查禁黄书”。

“黄”是个多义词，除了指“内容色情的”之
外，还用来指“黄颜色”“蛋黄等黄颜色的可食用
的东西”“事情失败或计划不能实现”以及您提到
的指“黄帝”等。对此，在具体的语境中，人们一

般是不会误解的。这正如
“黑”同样是多义词，在具体
的语境中，人们也不会误解一样。
例如：

（1） 他虽然 50 多岁了，但是头发很黑
（指像煤或墨的颜色）。

（2） 天晚了，屋子里有点黑 （指光线暗）。
（3） 这种东西在黑 （指非法的） 市上价格很高。
因 此 ， 语 言 的 实 际 运 用 中 ， 人 们 对 “ 黄 色 ”

“黄”的词义一般是不会误解的。以上意见供您参考。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黄色”“黄”的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