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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结束的 2015 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市大选中，阿根廷PRO党获得竞选成功，胜选团
队中的华裔议员袁建平成为阿根廷政治历史上首
位华裔议员，创造了旅居阿根廷华人的奇迹。

袁建平表示，作为少数族群生活在阿根廷，
要想获得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除了具有一定的
经济实力，还要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样才能
够引起政府的关注，才能够有话语权，才能够争
取到更多、更好的机遇。

袁建平说，通过这次竞选，很多华人青年积

极参政议政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现在已经有很多
华人青年进入到阿根廷政府部门工作。这些年轻
人觉得华人不一定都要去做生意，从政也是不错
的选择，也能够增加锻炼自己的机会。

袁建平表示，将为华人族群争取更有利的条
件和政府对华人的关注，如这次中国城的改建和
推动第二期的工程建设。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华人
议员、华人政治领袖出现，促进华人在阿根廷的
发展和进步。

（摘自阿根廷华人网）

立足“大本营”，并将触角
伸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这是海外
华媒跨区域布局的重要一着。

《欧洲时报》 可谓四面“出
击”的急先锋。从 2011 年开始，

《欧洲时报》 相继在英国伦敦、
奥地利维也纳、德国法兰克福和
意大利罗马等地发行报纸，并计
划开设西班牙等国别版周报。

一份报纸的能量不仅限于所
在国。《欧洲时报》社长张晓贝介
绍，《欧洲时报》中东欧版发行覆
盖中东欧 22 个国家，并向东纵深
发展到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
亚和阿尔巴尼亚，德国版同时辐
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3 国和北

欧4国。
而在美国，发行量较大的《星

岛日报》、《世界日报》、《侨报》等
华文媒体也有针对性地推出美
东、美西或是更加细分的洛杉矶、
纽约、西雅图等周刊版本。

海外华媒在不同的国家和区
域推出不同的版本，一方面能够
吸引更多的读者，开拓用户蓝海；
另一方面，对于承受经营压力的
部分华媒而言，也通过跨国、跨区
域的媒体，拓宽了广告客户群。

当然，跨区域出报不是改一改
报头那么简单。抓住当地华人的
眼和心，需要丰富的本地化内容和
贴近读者的传播方式。例如，同是

7月24日的《欧洲时报》，中东欧版
的头版是《860万欧元，救得了希腊
吗？》，德国版则是《中德合作 从制
造走向智造》，意大利版为《意大利
烤翻天 断水断电又断命》。

更为重要的是，华媒领地的
开拓，不仅让华媒自身壮大了声
势，也让中国声音传播得更广更
远。有国内研究者针对《欧洲时
报》德国版的涉华新闻分析发现，
德国版既塑造了正面积极的大国
形象，也不隐瞒中国发展中出现
的问题，成为中德两国官方和民
间合作交流的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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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华人社会和华文媒体的影响力扩
大，华媒不再把目光局限于华人社会，而
是瞄向了不懂中文的受众。多语种的报
纸、网站成了不少华媒的“标配”。

在非洲，非洲华文传媒集团以 《非洲
华侨周报》 为起点，将媒体业务拓展至非
洲多国，传播的语种也涵盖了汉语、英语
以及茨瓦纳语、斯瓦西里语等非洲语言，
还在中非的坦桑尼亚建立新闻学院，培养
当地的新闻人才。

在欧洲，《欧洲时报》已经拥有了法语和
英语网站，德语网站也计划上线，以此打造
多语种的网上新闻和资讯平台。此外，意大
利语和西班牙语网站也计划在两年内推出。

在日本，《日本新华侨报》 不仅与 《人
民日报海外版》 合作推出日语版本的 《人
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同时也建立了日

语版本的网站。
这些跨语种媒体所面对的受众，既有

“华二代”、“华三代”等不能熟练掌握汉语
的读者，更多的是外国受众，这对于海外
华媒提升话语权意义重大。

一方面，这能让华人的声音被当地的
主流社会听到。尽管华人社会的规模大、
声音足，但通过中文报纸的单一渠道，往
往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有限。而通过本土化
的语言，可以让主流社会更深入地了解华
人社区的故事，听到华人社会的意见和声
音，及时解决华人面对的困难和问题。

另一方面，这能让中国的声音被世界
听到。当中国媒体纷纷走出去，在社交平
台等媒体发声时，同样不应忽视华媒的作
用。地域上的“近水楼台”，本土语言的先
天优势，给了海外华媒影响国际舆论的可

能性。当然，这也对海外华媒的表达、报
道方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中国的内容产品经过语言转换与当地
母语形成一致，能获得更多认同。与此同
时，还要改变以我为主、自说自话的表达方
式，遵循国际传播规律，了解受众的文化习
惯，采用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报
道，真正实现‘中国内容、国际表达’。”非洲
华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南庚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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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布局 跨语种传播

华文媒体 双跨 闯世界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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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4年第一份具备现代报纸特征的华文报刊《金山日新录》在美国旧金山诞生，1856年首
份中英文双语报纸《唐人新闻纸》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面世，到现在，华文媒体已经历160个风雨春
秋。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华媒的对策不只有媒体形态的拓展。如今，华文媒体的布局早已跃出“旧
金山”，横跨全球各区域，并在立足“华文”的基础上，瞄准双语种甚至多语种传播。

“丸子！永尾丸子！”寻着这一声爽脆
的呼喊望去，车站人潮涌动。茫然无助
中，镜头渐渐锁定在一个裹着深蓝色宽大
外套的清秀女子身上，一朵甜美干净的如
花笑颜绽放在她的脸上。她笑着，微微晃
动身体，亲切又热情。毫无根基的毛头小
子初到大都市的拘谨羞涩被这笑容融化
了。笑容定格在这一刻，而那个伶伶俐俐
的铃木保奈美也成了许多“80 后”中国男
生当年的梦中情人。

1991 年，日本富士电视台将漫画家柴
门文的漫画 《东京爱情故事》 拍摄成同名
电视剧。当时估计没有人会预想到，后来
这部电视剧在 1995 年由上海电视台和上海
电影译制片厂引进，推向中国荧屏，引起
极大反响，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爱情观。

据说，在当时中国一所高中，一位男
生特意为这部电视剧写了一本笔记，里面
不仅用中文拼出了主题曲的发音，而且为
剧中永尾完治和赤名莉香的遗憾，续上了
一个他认为圆满的结局。还有一位网友
说，这么多年之后，她的手机铃声依然是

《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小田和正演
唱的《突如其来的爱情》。我猜，在她的心
里，应该依然期待着一份“突如其来的爱
情”吧！

《东京爱情故事》的成功，引发日本纯
爱电视剧的潮流，第二年又推出了由永山
耕三和杉山登执导，铃木保奈美、江口洋
介和唐泽秀明主演的《在爱的名义下》，这
部电视剧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大陆的第一
部真正意义上的偶像剧——《将爱情进行
到底》。

象牙塔里纯真诚挚的爱情抵不过现实
风雨的冲击，当初气冲云霄的理想经不起
事与愿违的消磨。终于，人们渐渐懂得
了，拼尽全力去争取过，却不一定能有结
果，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值得纪念的、值
得回味的、值得骄傲的，是当初一往无前
无怨无悔的青春。

每一个中国人的青春和爱情总会有一
些相同的记忆，无论你我是在东京、北
京、上海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网）

影
响
中
国
﹃
80
后
﹄
的
东
京
爱
情
故
事

蒋

丰

随着旧金山科技业的飞速发展，华
埠开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和人口挑
战，这种挑战可能会改变原本属于这一
地区的传统属性。

作为全美最古老的华埠，旧金山华
埠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是众多移民追求
新生活的避风港。城市其他地方租金的
上涨，让企业主们开始将目光瞄准华
埠。2019 年，一条价值 16 亿美元的地
铁线将在这里开启，到时候经济肯定会
进一步受到刺激，同时还可能吸引外面
的顾客来这里定居和就职。

在激烈的竞争中，华裔诞生地能否
保持原有的传统？除了作为移民的通道
和游客的观光地，华埠领袖不同意在该
地区的其他改造方案。

4 月份，一个商业中心投入使用。
往来于这里的都是年轻人，而且大多数
都不是华裔。

当地的华埠社区发展中心对此提
出抗议，该中心的政策主任藤冈创表
示 ， 华 埠 “ 不 是 为 科 技 办 公 室 准 备
的”。

商业中心的联合创办人杰尼·张 15
年前从香港来到这里，对于破坏传统的
指责并不认同。“他们指责我不能适应

华埠的中国元素。”张说，“但是我楼下
的标识使用的就是中文。”

也有人对此表示认同，长期经商的
贝蒂·路易认为，张就是旧金山华埠所
需要的那种人，他们年轻并且热爱老建
筑和这里的大街小巷，可以为这块地区
注入新的活力。

“希望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后代
能 够 回 来 ， 并 且 为 他 们 的 根 感 到 自
豪。”路易说：“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
说，这就是他们的中国式村庄。”

“所有人都表示担忧，怕我们在这
里开设了跟星巴克一样的连锁巨头。”
另一名在华埠开了新餐馆的老板乔治·
陈说道：“但是，其实我们所做的只是
在这里添加一些更加现代化的元素罢
了。”

当然，现在太平洋对岸仍然源源不
断的有移民来到这里。

53岁的李淼儿一年前从中国移民过
来。她不会说英语，也害怕在华埠以外
的地方坐公车。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攒
下钱买下一栋房子。不过，不管如何想
家，跟很多其他移民一样，她也认为在
这里一切辛劳都是值得的。

（摘自美国侨报网）

近日，一份分析英国华人高收入群体及创业
人群移民状况的白皮书在伦敦发布，报告显示，
在英国移民政策收紧、门槛提高的影响下，华人
投资移民申请者人数降低。在移民这一笔数额不
小的“投资”上，中国人进入更加理性的观望期。

数据显示，2015 年第一季度全球范围英国签
证的申请人数为 9005 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17%。
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由于投资移
民金额在2014年由100万英镑上涨为200万英镑。

白皮书作者之一、英国彼得森律师行的彼得·
刘分析称，华人对英国的投资移民开始进入一个
市场冷淡期和观望期。不少人仍渴望移民英国，
只是在寻求一种更合适的方式和时机，比如投资
额度较小的企业家移民等。适应这一变化，移民
申请人需要专业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是后续的创
业、会计、市场、HR等综合的规划。

根据目前的情况，他还预测，中国移民未来
的投资趋势会青睐酒店等行业。酒店行业作为受
中国人喜欢的、带有地产项目、保值且有升值空
间、同时能够满足英国移民政策规定的行业，将
有可能成为很多中国人实现投资移民的手段。

（摘自《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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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首位华裔议员

盼更多华人青年从政
柳 军

西班牙是一个老龄化社会。作为
在街区内为居民们提供便民性服务的
华人食品店，其顾客中有相当一部分
都是老年人。由于文化因素等影响，
这些老人有许多是没有子女，或是子
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

在日常经营中，许多华人店主与
这些老人熟识起来，甚至成为好朋
友，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受
到了周围居民的称赞。

一位在马德里开食品店的华人店
主，近些年来经常帮助住在附近的一
位西班牙孤寡老太太，不仅为她送货
上门，而且还会解决日常生活中一些
突发的困难。这位华人店主介绍说，
老太太都快 90 岁了，腿脚不是很利
索，平日里都是一个人居住，偶尔有
晚辈亲戚来看看她。前几年，老太太
来买了几次东西后，这位华人店主告

诉她，以后不用出门来购物了，需要
什么东西，只要打个电话，自己就会
给送到家里去。后来，不仅是华人食
品店里的东西，就连需要到周围其他
商店购买的商品，华人店主也会帮
忙。

由于交上了朋友，西班牙老太太
有什么困难，也会找到这位华人店
主。如家里的桌椅掉了个钉子，换个
灯泡什么的，都会来找这位华人店
主。而忙于经营店面的店主也乐于抽
时间去帮忙。碰上了这样的好心人店
主，这位西班牙老太太非常高兴，逢
人就讲自己的中国朋友有多好。

现在，周围的西班牙邻居都知道
了华人店主帮助孤寡老人的事，对这
位华人店主也是备加称赞，他的生意
似乎也比往常好了许多。

（摘自西班牙欧浪网）

华人店主热心助老

袁建平袁建平

旧金山华埠士德顿街上一片车水马龙旧金山华埠士德顿街上一片车水马龙。。 关文杰关文杰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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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传统还是注入活力？

旧金山华埠
年轻人面对新课题

张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