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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读者，他们从1985
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至今，始终
关注海外版。多年来，他们一直保
持着订阅海外版的习惯，有时也变
身为作者，为海外版投稿。对他们
来说，阅读海外版已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在本次“讲好中国故事 做
好桥梁纽带”研讨会上，热情的读
者代表们专程从四面八方赶来，为
海外版送上祝福。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教授孙宝启、美国福建
公所主席李华、中国驻休斯敦总领
馆原一秘魏礼庆接受了本报记者采
访，分享他们与海外版的故事情
缘，同时为海外版今后的发展建言
献策。

渊源：海外版忠实读者

1982 年，孙宝启到法国念书。
3 年后，海外版创刊。当时，中国
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为所有国家公
派留学生订阅了海外版。因此，孙
宝启阅读海外版是从第一期就开始
的。直到今天，他仍珍藏着海外版
创刊号报纸，他十分自豪：“我是
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号的读者。”

“那个年代看到海外版感觉特
别亲切。”孙宝启回忆道。虽然当
时在法国学习任务紧、压力大，但
每次只要海外版一送到手中，他第

一件事便是赶紧看看有什么重要内
容。“当时海外版是一个及时获取
国内消息，与国内交流的平台。”
除了自己看，孙宝启还会把报纸给
懂中文的法国留学生传阅，“他们
特别喜欢，海外版的价值得到了超
常规发挥。”

同样是1982年，在美国的李华
听说国外有人民日报海外版，激动
得让人马上去找。“当时在美国只
能通过书信、电话跟中国进行点对
点的联系，我们很想听听国内声
音，了解国家政策情况。”

由于在国外从商，李华迫切需
要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尤其
是招商引资的信息。“海外版代表
党的声音，能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这些年海外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
于个人发展和创业的信息。”

1981 年，魏礼庆到英国留学，
之后在使领馆工作。虽然1985年海
外版创刊时魏礼庆已经回国，但他
仍是海外版的忠实读者，还常常在
海外版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人在
国外的工作生活情况等。说起对海
外版的感情，魏礼庆想起一位在美
华人学者的一句话：“案头摆着一
份海外版，就好像有亲人在身边。”

扩版：传递更多中国声音

对于海外版今年 3 月以来的扩

版，孙宝启认为，“这是海外版的
一个新变化，标志着海外版上了一
个新台阶。”扩版后的海外版增设
了更多版面，传递了更多信息，内
涵更加丰富。扩版之后，读者对海
外版的要求必然会更高，海外版的
市场容量也会更大。因此，办好这份
报纸，讲好中国故事，任务更重，也
更加光荣。“海外版是陪伴、见证、助
推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后
它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 扩 版 后 海 外 版 的 信 息 量 更
大，传播的中国声音也更强了。”
李华认为，海外版扩版既满足了华
侨华人的需要，也传递出中国要向
世界发出更强音的信号。他表示，

“过去刚改革开放时强调引资，现
在强调引智，扩版后的海外版会传
递出更多政策，引导留学生、学者
归国，让他们投身祖国经济建设。”

魏礼庆一直很赞赏海外版贴近
生活的风格。“过去信息量没那么
大，扩版后能讲述更多中国故事，
传递更多中国声音，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扩版后新增的‘四个中国’

（创新中国、文明中国、开放中
国、美丽中国） 版面。”魏礼庆认
为，人民日报海外版之于人民日
报，就如外交之于内政一样，前者
是后者的延伸。今天，中国各方面
都在积极走出去，有时甚至开始引
领世界、制定规则，这对海外版的

对外宣介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海外
版扩版正是对此的及时回应。

未来：多元、合作、开放

在信息爆炸、媒体融合的今
天，对于海外版今后的发展，孙宝
启认为，海外版应当更多体现中国
文化的兼容性。“中国文化博大精
深且多元，这是中国文化的内涵，
也是易于被人关注的话题。”他希
望海外版今后的报道可以有更多包
容性。“在不违反政治原则的前提
下，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
不同的学术观点等。”这样才能让
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多元文化具有
强大生命力，中国不只有一种声
音。

李华表示，海外版不仅要走出

去，而且要走到当地的社区，与当
地媒体平台合作，这样才能更多地
在海外发挥影响。“海外版是站在
中国的立场看问题，但由于中西文
化有差异，表述方式要有转变。”
今后，海外版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
时，应该有更兼容并包的态度、更
易于接受的表达和更高的视野。

魏礼庆则认为，未来海外版既
要创新，又要接地气，同时还要有
开放的心态。“所谓‘开放’就是
要面对大众，让读者能找到你，跟
你进行沟通。”孙宝启认为，此次
研讨会就体现了海外版的开放，它
能加强海外版与各界人士的联系，
在来宾中形成头脑风暴，获取多种
信息。“每个人都是一个使者，多
一个人就多一个渠道，这样传播才
能更广。”

马保奉和杜永道老师是人民日报海外版
的老读者，同时又分别是本报“读者桥”版

“礼仪漫谈”和“语文信箱”栏目的撰稿
人，可以说他们是以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
来参加研讨会的。

两个栏目 几年坚守

谈起与海外版结缘，马老师很感谢“礼
仪漫谈”栏目。早在 2009 年 10 月，海外版
拟开辟该栏目开辟该栏目，，以普及外交礼仪知识以普及外交礼仪知识，，遂请遂请
外交部礼宾司推荐作者人选外交部礼宾司推荐作者人选。。马老师在礼宾马老师在礼宾
司有三四十年的外交礼仪实践司有三四十年的外交礼仪实践，，又有在全国又有在全国
各地参与礼仪培训的经历各地参与礼仪培训的经历，，积累了大量素积累了大量素
材材，，便欣然接受了这一便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任务”。”。

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从选题到选材从选题到选材
无不尽其心无不尽其心，，为了准确为了准确，，往往是一字一字地往往是一字一字地

““抠抠””。。他说他说，，如今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如今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去哪去哪
个国家的都有个国家的都有，，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礼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礼
仪仪，，习俗和禁忌千差万别习俗和禁忌千差万别，，如果不做如果不做““功课功课”，”，
往往会弄出笑话往往会弄出笑话，，甚至会丢中国人的脸面甚至会丢中国人的脸面。。马马
老师还在研讨会上现身说法老师还在研讨会上现身说法：“：“比如说排座比如说排座
次次，，中外是不一样的中外是不一样的，，像今天我们内部开会像今天我们内部开会，，

““左为上左为上””的座次安排是对的的座次安排是对的，，但若有外宾在但若有外宾在
场场，，就应以右为上就应以右为上。。这要格外留意这要格外留意。”。”

由于文章内容的权威性和报道形式的由于文章内容的权威性和报道形式的
““原创性原创性”，“”，“礼仪漫谈礼仪漫谈””栏目从一开办就受栏目从一开办就受

到到读者青睐，各网站、纸媒包括海外华文媒
体纷纷转载，还有人将该栏目文章作为讲礼
仪的范本。马老师笑谈：“中国是礼仪之
邦，讲礼仪的栏目受欢迎正说明中国人注重
礼仪。本来想最多写100期，没想到越写越
有话题，至今已发表200多期了，目前正和
人民日报出版社谈出书的事。”

《语言文字报》 原主编杜永道老师结识
海外版是从投稿开始的。早在上世纪 90 年
代，杜老师就给海外版副刊“散文随笔”栏
目投稿，并将在海外版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发表的作品结集出书，名为《北京城里的
北》。后来，他成了“读者桥”版“语文信箱”栏
目的撰稿人，更与海外版结下了不解之缘。栏
目刊出后，不仅读者爱看，连本报的编辑记者
们都爱看。因为栏目所解答的，都是常见、常
用、易于混淆用错的词语，对工作、学习大有
帮助，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纷纷收集纷纷收集、、剪贴剪贴，，
作为其子女学中文的教材作为其子女学中文的教材。。

记者问记者问：“：“几年下来几年下来，，您为您为““语文信箱语文信箱””栏栏
目写了目写了200200余篇余篇，，还出了书还出了书，，这些选题是怎么这些选题是怎么
搜集的搜集的？”？”杜老师说杜老师说：“：“要吸引读者要吸引读者，，选题很重选题很重
要要。。一定要找那些常见病一定要找那些常见病、、多发病来解读多发病来解读，，让让
读者一看读者一看，，咦咦，，我也老弄混这两个词我也老弄混这两个词。。而对于而对于
那些不易碰到的冷僻词那些不易碰到的冷僻词，，我尽量不选我尽量不选，，这样读这样读
者面就广了者面就广了。。这些选题有很多是来自国内的这些选题有很多是来自国内的
各大报刊各大报刊，，我每天上班第一件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大量读

报，发现问题后就记下来。还有一些选题来自
读者的提问，几年来不断收到海外版编辑部
转来的读者提问，德国的、美国的、国内的，四
面八方都有。其中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启发
了编辑部，今年初将‘语文信箱’栏目更名为

‘杜老师语文信箱’栏目，这对我来讲是个鼓
舞，同时也感到责任更大了。”

杜老师表示，今后他回答读者提问，将
力求通俗易懂，让人一看就会用。同时，他
欢迎华侨华人等世界各地中外朋友，把他们
在学汉语、教汉语中遇到的语言文字问题发
到 “ 读 者 桥 ” 版 邮 箱 （hwbdzyd@yeah.
net），他将积极予以解答。

几点希望 满是殷切

作为海外版的老读者，马保奉老师指名
道姓地说喜欢读叶小文和杜永道老师的文
章。当记者告之杜老师这次也受邀参会时，
马老师随口说出“要能得到他的书就好
了”。记者把此话转达给杜老师，他欣然应
允，并称他也关注马老师撰写的“礼仪漫
谈”栏目文章。

两位老师在海外版见面后，就着杜老师
赠与马老师的《最易读错的常用字》等两本
书，聊起了关于报刊上的错别字话题。这让记
者想起，他们都曾发现过海外版上的错别字

或图片中的问题，并及时反馈给记者，提醒相
关版面注意。马老师说他很爱护海外版，不愿
看到版面有一点瑕疵。他还提出，在中文文稿
中尽量少插用外文，如英文单词或英文缩写
字母，特别是不应该在标题上出现；不得已插
进的英文字词，应当标注中文意思。

马老师曾在国外工作过十几年，在与外国
朋友接触中，他发现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古代
文化感兴趣文化感兴趣。。常常有人与他探讨老子常常有人与他探讨老子、、孔孟孔孟、《、《孙孙
子兵法子兵法》》等话题等话题。。因此因此，，他提议海外版今后应在他提议海外版今后应在
国学普及上多下工夫国学普及上多下工夫，，将古典作品中艰涩难懂将古典作品中艰涩难懂
的地方的地方，，用现代通俗语言加以解读用现代通俗语言加以解读。。

杜老师建议恢复他曾经供过稿的“散文
随笔”栏目，搭建与国内外读者沟通的平
台，从而便于海外华侨华人抒发思乡情怀，
便于国内读者叙说各地风物、风土人情。

杜老师读报很细心，最近他看到海外版
在介绍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很有认同感。他希
望海外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活泼有趣的
形式，系统地介绍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中
国传统文学作品，弘扬中华礼仪、孝道等传统
文化。他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张
燕萍摄）

“读者也是传播者，能够帮助
中央媒体对外传播中国声音。”欧
美同学会理事艾曙光对本报记者
说。6 月 15 日，在“讲好中国故事
做好桥梁纽带”研讨会上，记者

采访了与会的几名欧美同学会读者
代表，他们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
老读者，对海外版今后发展提出了
衷心的期望和宝贵的建议。

海外版是好朋友

“海外版自 1985 年创刊以来，
为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和学习中
文的外国人提供‘精致、定制、雅
致’的信息服务。海外版内容丰
富，信息量大，几乎涵盖了所有领
域，是国人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
国的重要窗口。”欧美同学会副秘
书长许睢宁说。

“越是在海外，就越想了解国
内的政策走向和热点信息。”欧美
同学会留美分会副会长刘兴燕告诉
记者，她留学美国时，在华人社
区、领事馆和留学生圈子内，经常
接触到海外版，读起来特别亲切。

欧美同学会东南亚和南亚分会
副会长王金宝对记者说，海外版内

容中西合璧，版面风格贴近海外读
者，代表了权威的中国声音，在海
外很有影响力。作为欧美同学会的
海归创业导师，王金宝多次就海归
创业和留学生相关问题接受过海外
版的采访。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海外
版很有感情。”艾曙光回忆起自己
与海外版的渊源，颇有感触地说。

“我的父母是祭孔雅乐专家，我也
跟随他们做相关研究。1989年，海
外版曾对我父母担任顾问的国学祭
孔大典做过专题报道。巧的是，
2005年我刚回国，海外版又就祭孔
雅乐对我进行了专访。”艾曙光
说，自己回国后一方面下海创业，
另一方面致力于雅乐等文化遗产保
护，在这两方面都与海外版有交
集。“海外版是留学人员的好朋
友，为我们回国创业摇旗呐喊、鼓
劲打气，我心里十分感激。”

扩版令人耳目一新

“看到海外版今年 3 月扩版了，
我很高兴。”艾曙光说，“扩版之后，
内容更丰富，表达方式更加活泼多
元，传播效果也更上一层楼。”他希

望海外版在增加内容和拓展形式方
面，进一步加大力度，比如可以定期
出特辑，把报纸精华集结成书。

“扩版后的海外版令人耳目一
新。”刘兴燕评价道，“看到今天

（6 月 15 日） 的海外版我有点震撼，
用了这么大篇幅刊载 《〈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 （2012－2015年）〉 实施
评估报告》。过去人权问题是比较
敏感的，西方老拿这个来攻击我
们，现在我们自己主动谈，有理有
据地谈，体现了更加开放自信的态
度，这种外宣方式值得点赞。”

王金宝认为，信息交流是双向
的，在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应客观反
映外媒的声音，作为我们自己的参
考。扩版后海外版新设了“外媒看中
国”等版面，恰恰体现出这种思路。

巧妙表达中国声音

“近些年来，海外版紧跟时代
潮流，积极报道国内外热点问题，
尤其是对留学人员组织及留学人员
的报道更是丰富多彩。扩版后，希
望多增加有关留学人员政策等方面
的信息，多报道海归创业人员，把
他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更多的海外学

子，使他们回国后少走弯路，少碰
壁。”许睢宁说。

作为法律界人士，刘兴燕认
为，许多重大法律事件和案件都是
很好的中国故事，海外版应该多加
关注。“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中不可避
免地碰到一些摩擦。比如华为、中
兴在海外被起诉，这些事件我们应
该积极展开报道，表达自己的观
点。”刘兴燕指出，在报道法律问题
和焦点案件时，应借助专家力量，发
出理性声音，更好地让人信服。

“海外版是传递中国信息、表达
中国立场的权威平台。在保证准确性、
专业性的同时，可以巧妙借助民间力
量来讲好故事。”艾曙光建议，海外版
应发掘一批民间外交人士——与海

外交往较多、具有某方面专业知识的
人，在热点问题上请他们谈观点、说故
事，以更易被海外接受的方式体现中
国立场。“在外宣方面，我们的手段还
可以更多、更高明，要向西方媒体学习
借鉴。”艾曙光说。

王金宝指出，国外报纸多用彩
色图片，视觉上比较吸引人。在报
道方面，多以人物为中心来讲故
事，更具有可读性。“报纸也是商
品，发行和推广的渠道非常重要。
希望海外版在海外更多落地，能让
读者更便捷地获取。此外，要有效
利用新媒体传播，并实现内容定制
化，牢牢吸引住目标用户。”

“希望一直陪伴我们的海外版
不断与时俱进，越办越好。”刘兴
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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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桥读者桥

编者按：6 月 15 日，人民

日报社举办“讲好中国故事

做好桥梁纽带”研讨会，10 位

受邀读者代表在发言中和接

受记者采访时，满怀激情地讲

述了他们与人民日报海外版

结下的深厚情谊，畅谈了对今

年 3月 1日起海外版扩版的体

会，并留下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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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艾曙光、毛京昆在研讨会上交谈。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读者艾曙光、毛京昆在研讨会上交谈。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读者代表孙宝启在研讨会上

读者代表李华在研讨会上

读者代表 （左起：孙宝启、艾曙光、刘兴燕、魏礼庆）
争看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7月1日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