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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近日，加拿大卑诗祖裔
协会受卑诗省府委托征集民意，帮助省府制订针对华人文
化的保护政策。

正视历史 以诚相见

卑诗省府这次征集民意，并不是当地政府第一次发起
对华人文化的保护举措，今年1月24日，加拿大卑诗省府
就曾向公众征集省内十大华裔历史遗址提名建议，获选10
个遗址可成为本省及加拿大历史遗址。

据卑诗祖裔协会发言人迪尔拉夫表示，卑诗省府选取
华人历史遗址及确认华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做法，都是卑
诗省府自去年 5 月就以往歧视华人政策向华人道歉以后，
推出的一系列重视华人文化的举措。

2014年5月，卑诗省议会通过一份决议，就该省在历
史上歧视华人一事正式向华人道歉。

“我们真诚地为本省政府犯下的历史错误道歉，”省长
简蕙芝说：“我们很遗憾曾经制定过歧视性的法律和政
策。我们保证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自这次道歉之后，卑诗省政府承诺拨出100万加元展
开“传承计划”，并分配予 8 个项目。目前这一系列活动
正在当地政府与华人团体的合作下实施。

保护文化 行动不止

加拿大政府对华人文化保护态度改变的背后，少不了
华人的奔走呼吁。加国与原住民真相及和解联会一直以来
致力于对华裔先侨遗址的保护工作，该协会耗时一年半，完
成了一份如何保存卑诗省华人历史的报告书。

该报告书共有 5 项计划，包括清查省内华裔先民遗址
数量、在全国博物馆收集华裔先民遗物和研究资源数据库、
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华裔先民遗址进行考古研究、将华
裔历史设立在省内的中学课本上和成立华裔加拿大人博物
馆。

创办人朱伟光表示，发现了
多个早前原住民生活的遗址，不
过很多都已经受到破坏，他希望
华裔及原住民两个族裔能够一起
保护两族裔遗址，加强两族裔间
的历史交流，让下一代更好地了
解自己族裔历史。

今年 1 月，朱伟光表示，在
加国与原住民真相及和解联会推
动下，卑诗省专业工程师及地质
科学家协会已经通过内部决议，
将落实一项工程师行业守则。该
守则有利保护本省华裔先侨遗
址，减少被地产发展项目破坏的
情况发生。

“这是我多年来努力取得的一
次胜利。”朱伟光难掩激动之情。

携手同行 任重道远

当一代代先侨离去，唯有这些
遗址讲述着先侨们为加拿大所作
出的贡献。历史需要铭记，见证历
史的遗址需要保护。

据 悉 ， 卑 诗 历 史 遗 址 现 有
3400个地点，而加拿大历史遗址中与卑诗省华裔历史有关
的就达到 97 个，在华社的推动与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得
到保护的遗址越来越多。2009年，卑诗省为最古老的华人
建筑巴克维尔洪门致公堂举行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挂牌仪
式。2010年，省府拨款870万加元，保护本省内极具历史
意义的“华埠”巴克维尔。

卑诗省国际贸易厅长兼专责亚太策略及多元文化厅长
屈洁冰表示：“确认华埠的文化遗产，可以帮助省府理解历

史上对华人的错误政策，承认华人的贡献。”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华人见证了加拿大发展

进程，经过淘金潮、修铁路、“人头税”，然而华人一直遭
受着种种不公的待遇。随着时代的发展，种族意识的觉
醒，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力量上都有了
相当大的提升，历史的功绩渐渐得以认可。在多方努力推
动下，这些华人奋斗过、奉献年华的地方，必然会在加拿
大历史上留下光荣一笔。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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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后再出发：

海外华媒的华丽转身
严 瑜 张思雅

200200年后再出发年后再出发：：

海外华媒的华丽转身海外华媒的华丽转身
严严 瑜瑜 张思雅张思雅

从从18151815年第一份海外华文报刊年第一份海外华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至今创办至今，，海外华文媒体已在不知不觉间走过海外华文媒体已在不知不觉间走过200200
年的风雨历程年的风雨历程。。站在站在200200年后的新起点年后的新起点，，海外华媒如今发展得怎样海外华媒如今发展得怎样？？能否赶上能否赶上““互联网互联网++””的新浪潮的新浪潮？？又该如又该如
何更好地向海外读者讲述何更好地向海外读者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88月月2222日至日至88月月2424日日，，由国务院侨办由国务院侨办、、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新闻社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中国新闻社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
贵州省贵阳市开幕贵州省贵阳市开幕。。来自来自636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30430名海外华文媒体人齐聚一堂名海外华文媒体人齐聚一堂，，以以““华文媒体华文媒体200200年年——薪火薪火
传承与时代担当传承与时代担当””为主题为主题，，畅言发展畅言发展，，共同勾画海外华媒共同勾画海外华媒200200年后的新姿态年后的新姿态、、新转型新转型。。

大图：已获加
国联邦政府列为国
家历史遗址的巴克
维尔洪门致公堂分
部。

来源：加拿大
《星岛日报》

小图：卑诗省
第一代“华埠”—巴
克维尔。

来源：中新网

图为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海外嘉宾参访贵阳联合智造创客空间。
贺俊怡摄 中新社发

图为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海外嘉宾参访贵阳联合智造创客空间图为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海外嘉宾参访贵阳联合智造创客空间。。
贺俊怡贺俊怡摄摄 中新社中新社发发

“这里原来是军用飞机场，
美国的‘飞虎队’就曾在这里起
落。”初秋时节的滇西祥云县，
一大片葱郁的庄稼将昆畹公路
两侧裹得严严实实，而提起这
块庄稼地的过往，当地农民都
知道一个名字——“飞虎队”。

近日，“2015 美国侨报小
记者团”沿这条著名的“中国抗
战生命线”，探寻曾载入“二战”
史册的云南驿机场和美国“飞
虎队”运输机队。

“今天能够站在我伯公当
年参加过战争的地方，我感到
很自豪。”华裔小记者陈志明口
中所称的伯公，正是前“飞虎
队”华裔队员陈锦棠，当年年仅
20 岁的他，响应美国征兵号
召，投身军旅，加入美国第 14
航空队赴华，而此航空队正是
中国老百姓口口相传的“飞虎
队”。

“当时的祥云县机场很简
陋，全是由人工用泥土石块铺
岀飞机起降的跑道。环境很艰
苦，他们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从伯公口中，陈志明得知了很
多关于机场和“飞虎队”的故
事。

陈志明回忆说，那时候，
伯公陈锦棠的工作是拦截情
报，翻译后提供给前线。“70
年过去了，今天我来到伯公曾
经战斗过的地方，非常高兴。”

祥云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张
谷甲现为云南驿机场及“飞虎
队”驻地遗址修复的主要负责
人，他告诉笔者，云南驿机场是
中美反抗法西斯的光辉史实的
见证，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驼
峰航线上重要的中转站，对保
证驼峰航线两线的顺利通过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美籍华裔飞行员在这里工作。
“陈纳德麾下的 2000 多名‘飞虎队’队员中，有

95%是美籍华裔。”张谷甲补充说，通过驼峰航线，中
美空军 3 年多来共向中国抗日战场运送急需物资 80 万
吨，人员33477人。

“伯公这辈子最自豪的，就是回到故乡与中国军队
协同作战，为中国的抗战出力。”

透过陈锦棠的事迹，年少的陈志明认识到，华侨华
人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作用，他直
言，当年大量的华裔参加“飞虎队”，让中美关系上升到
另一个高度，“可见，华裔就是中美交流中的窗口。”

“我很珍惜现在的和平。”陈志明表示，中美两国都
是世界上的大国，共同担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而
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华裔更有责任为中美关系“穿针
引线”，继承前辈们的和平事业。 （据中新社电）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
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
州是故乡。”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
际，华裔老兵身在海外，却心念故
乡。

96 岁高龄的美籍华人陈鸿铨
原来是飞虎队成员。经过战火纷
飞的岁月，如今他与老伴在美国
马里兰州安享晚年。思乡心切的
他用诗句寄托情思。“烈日下，孤
影怜，跷足望天边。黄沙滚滚辽
无垠，幻似飞鸿现。苦等待，月
又圆，秋水已望穿。游子何时得
回转，重见旧家园。”离家多年，
他总想回去看看。但是十年前一
次回国行程被突如其来的“非
典”打乱。遗憾的是，年事已高
加之儿女假期难凑，陈鸿铨回乡
之旅还未实现。

也有一些幸运的华裔老兵，
经过千难万苦，终于回到故乡。
云南宣威籍抗战老人李光钿一直
为回乡而努力。这位流落缅甸的
九旬老兵个性倔强，始终不肯加
入缅甸国籍。“死我也要做中国
人！不许儿孙成为外国人。”说起
这句话，93 岁高龄的李光钿铁骨
铮铮。这些年，他拿着装有申请
资料的塑料袋，一遇到有关部
门，就递上材料。最终他带着两
个儿媳和孙子，踏上了开往昆明的列车。吃着家乡
菜，李光钿百感交集。

无独有偶，在泰国68年也不改国籍的抗战老兵吴仁
平在志愿者们和家人的帮助下，圆了“省亲”梦。为了实
现吴老满满的心愿，大家为他安排了紧密的行程：祭祖
还愿、到南澳抗战烈士墓敬献花圈、祭奠牺牲的战友、参
观潮汕抗战纪念馆。当 95 岁的吴仁平再次回到家乡汕
头，来到昔日与日寇搏斗的战场时，眼含泪水。踩着杂草
与碎石，吴仁平登上半山腰的一处平台，他举起酒，噙着
泪，面向战友牺牲的地方，为他们虔诚祈祷，然后将三瓶
白酒洒在地上，以告慰战友们的在天之灵。

无论回乡探亲与否，华裔老兵对故土的牵挂永远不
会改变。他们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不断提醒我们牢记
过去，珍惜今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木板雕印、线装书页、每期约 2000 字
……1815 年 8 月，英国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
了最早的海外华人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
传》，由此拉开了华文媒体植根海外、蓬勃发
展的大幕。

斗转星移 200 年，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
争，从二次世界大战到中国改革开放，几乎
每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都有华文媒体为变
革发声、为祖国呐喊的活跃身影。正如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在论坛
开幕式上所说：“1815年以来的两百年，既是
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奋斗史，也是华文
媒体自强自立、薪火传承、做大做强的两百
年。”

步步是辛劳，字字是责任。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如何才能在异乡的陌生土壤生根
发芽，站稳脚跟？荷兰 《联合时报》 社长陈
光平曾说，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里，海外华文媒体以中文
为媒介，用方块字表达，传播着中华文化，本身便是件温
馨感人的事。也正是肩头这份文化责任与使命，使海外华
媒人即使面临诸多困境，依然顽强拼搏，努力发声。

如今，经过200年的薪火相传，过去的星星之火已成
燎原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外
华文媒体共 1019 家，不仅涵盖报纸、杂志、电台、电视
台等传统媒介形式，也在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网络
电视等新型媒介平台占据一席之地。

如不少海外华媒人所说，今天的海外华媒不再只是一
支在“异文化”中奋战的“孤军”，而已成长为国际舆论

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外华文媒体的壮大，给了我们
更多前行的动力和信心。”首次参加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

《安哥拉日报》社社长高阳兴奋地对笔者说。

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媒体行业都在面临
巨大的冲击，海外华媒同样不出其外。在“互联网+”的
大趋势下，海外华媒又如何思新求变？

两年前，德国明斯特电视台中国部总监周俊就和他的
团队尝试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他们利用大数据分析出西方民众对中国
文化的偏好，在格林童话之乡——德国编撰
出版了德文版《黄鹤楼的童话故事》。

当然，互联网时代带给海外华媒的不仅
是技术，更是崭新的理念。如凤凰卫视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此次传媒论坛
高端论坛上所说：“‘+互联网’是一个简单
的叠加，而‘互联网+’则是一个从思维模
式到运营模式的融合叠加。”

融合，正是如今海外华媒从“+互联
网”走向“互联网+”的一种新转变。

美国 《侨报》 总编辑郑衣德决心借助媒
介融合，为读者打造纸媒引领新媒体的“美
好生活”。“‘纸’没了，‘报’还在。‘报’
的核心地位不能变。”谈及纸媒的发展前
景，郑衣德依然充满乐观，这种乐观并不盲
目。他与笔者分享了他对于未来媒介分工的
清晰规划：“根据新闻类别来跨媒介运作，

快新闻上客户端，大新闻依靠报纸做系列专
题。”

对此，美国美南新闻报业电视传媒集团
总裁李蔚华也深有同感：“媒介融合是一定要
做的！”

李蔚华在美国经营着3家华文日报，在他
看来，手机等移动客户端将是媒介竞争的最
终决战场，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为传统华
文媒体的节目来源和盈利模式提供了新的可
能。“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廉价的媒体资
源，比如和 YouTube、Facebook 等互联网媒
体合作，把这些网站上的视频节目变成我们
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和它们共享利益。”

“华文媒体要在‘互联网+’的社会形态
下生存，必须走融合式发展道路。”国务院侨
办主任裘援平也认为，海外华媒应该坚持以
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中华文
化为底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
容、渠道、平台、人才、经营、管理等多方
面的深度融合。

抱团讲好“中国故事”

200多年来，媒介形态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
对于海外华媒来说，讲述中国故事始终是他们坚守的目
标。正如意大利 《世界日报》 社社长胡兰波所说：“海外
华媒是中国故事的最好叙述者，我们承担着这样的责任。”

而在互联网时代，海外华媒讲述中国故事的渠道将更
加多元，思路也将更加开阔。胡兰波告诉笔者，除了双语
杂志，她还开设了3个网站，最近上线的一个是做中国特
色产品的推广。“不单单用文字，物件也可以讲述故事。”
胡兰波对自己的新尝试充满信心。

西班牙欧华传媒集团社长陶辛夷则认为，海外华媒讲
好中国故事，既要善用当地语言，增进受众理解，还要采
用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相通性，同时也
可以与当地媒体强强联手，搭建多种平台。

当然，在海外，面对异国他乡的环境与多种媒介的冲
击，华媒如果单兵作战总是显得力量薄弱。“海外华文媒
体要有‘新思路’，也要与国内媒体共同思考、探索、尝
试。”今年上半年，裘援平就曾为海外华媒发展提出一条
新路径：“抱团取暖”，携手合作。

如今，这份美好的愿景离现实又近了一些。在此次世
界华文传媒论坛上，就成立了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第一
个“产业中心”机构，为海内外华文媒体之间的相互联络
和资源互动等提供平台，从而在“抱团”合作方面走出了
扎扎实实的一步。

200年后，继续扬帆前行，海外华媒不仅正在完成自
身的华丽转型，也将众志成城，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加响亮
动人。

图为留缅老兵李光钿。 来源：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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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媒体类型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