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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海外版

海外版：相逢上万次 情义我心知海外版：相逢上万次 情义我心知
4月 19日，本报迎来了出版 10000 期的日子。10000 期，承载了本报编

辑部30余年的辛勤耕耘，同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支持与信任，成为他们的
精神家园和抒发情感的园地。在此，请看6位读者记述的他们与海外版从结
识到一路相随的故事。 ——编者

《人民日报海外版》而立之年，迎来出版万期的喜庆日子。
说起我与海外版的亲密接触，从写“礼仪漫谈”开始。“礼仪漫

谈”是 《读者桥》 版的一个栏目，自 2010年元月 2日呱呱坠地，至
今快7岁半了，在每周六的第5版和读者见面，至今已刊出242期。

那是2009年的国庆节前夕，海外版计划开办这个讲外交礼仪的
栏目，邀约外交部礼宾司捉刀。司里忙，顾不上，便让综合处副处
长和我联系。我曾在礼宾司工作多年，虽已退休，身体还有点小毛
病，但是思量几天后，还是接受了挑战。俗话说得好，人活得要有
点精气神儿！当年 11月 13日，我答复主管此事的王编辑：“先写一
年试试看”。12月1日，我还应约到了编辑部，受到总编室刘主任等
热情接待，具体商谈了写稿要求。不曾想，《读者桥》上说礼仪，竟
然坚持到了今天。

既然接受任务，就要集中精力做好。家务事我本来干得不多，
这回更有理由当甩手“掌柜”了。老伴偶尔也有怨言，可是看到我
专心致志的样子，也就忍了。我退休后一度较忙，返聘礼宾司、外
出讲课、写稿投稿等，而接受这个任务后，其他事就干得少了。我
一般是上午写，下午到公园走步，每天按时“上下班”，天天如此。
老伴说，也没个周末不周末，比上班还累。可是，年纪不饶人，长
时间看、写，眼睛受不了，必须劳逸结合。不用眼，可用脑，常在
走步或躺在床上时谋篇。脑子里偶然涌现的好题目、有意思的话语
或词句，都会顺手记下来。

我写搞，注重内容真实，说短话、造短句，特别在意不出错别
字，标点也得点对。而 《读者桥》 的编辑们，要求甚严，我稿件中
任何不妥之处，都很难逃脱他们的目光。一次，张编辑给我通话，
说“纱丽”在我稿件中音译不一样，应统一。有时，为修改一句
话、一个字，张编辑会反复征求我的意见。编辑认真，这不仅是对
读者，也是对作者负责。

“礼仪漫谈”在漫长的7年多里，已经谈了很多。从网上看，转
发量不少，也有些报刊转载，可见读者有需要。我会振作精气神
儿，不辜负广大读者的厚爱。

4月 19日早晨醒来，我便打开手机点进 《人民日报海外版》 客
户端“海客”。打开第一版，被《本报出版第10000号敬致读者》的
大标题吸引住了，其文写道：“在过去的30多年里，海外版就像您与
我们共同拥有的‘中国日记’，通过这份特殊的‘日记’，我们一起
见证了祖国的日益强大、繁荣和开放。”

时光如梭，转眼间海外版已过而立之年，在历史的年轮上留下
了一圈圈厚重的记忆。今天的海外版已成为海外读者感知中国故事
和中国声音的重要渠道。

回想起我与海外版的结缘，还是早在 2009 年，我的一篇征文
《家乡巨变让我备感新奇》 被主办方选送到海外版，并见之于报端。
在莫斯科驻地友人的推荐下，我开始接触和阅读海外版，并慢慢地
爱上了它。现在，每天打开手机或电脑浏览海外版，已是我的习惯
性动作和给自己“充电”的必修课。

不仅如此，海外版还成了在莫斯科工作的我与在南京上小学的
女儿相互交流的平台和纽带。从 2015 年开始，连续 3 年的春节前
夕，我都应约通过海外版向读者拜年，并表达游子对祖国的美好祝
愿。一到此时，女儿都会帮我出谋划策，并对我想出的春联评头论
足。今年的对联“雄鸡一唱神州撸袖直奔中国大梦想、雏凤合鸣华
夏甩膀实现个人小目标”里就有生肖属鸡的女儿之功劳。而且，每
次把定稿的春联贴出来便是女儿的专利。每每，当我在“海客”上
看到对女儿有帮助的文章便会通过微信发给她，她也会把读后感回
发给我。偶尔，女儿还会把她看到的喜爱文章发给我，从中我也看
到了女儿的成长。

女儿之所以成为海外版的“小粉丝”，源于海外版“甘雨迎春千山
草长花争艳，雄鸡报晓万里天明地展容”等春联、书法及文章中民族元
素的吸引力。正是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地气，使海外版成了积聚精气
神、传输正能量的读者桥，辐射亲情友情、沟通海内海外的连心桥。

值此人民日报海外版出版发行10000号之际，我和女儿要向栉风
沐雨、辛勤耕耘的海外版新闻工作者表示由衷的谢意与敬意，祝愿
海外版而立之年再创辉煌！

和往常一
样，我从信报
箱里取出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4 月 19 日
头版右下角的

《本 报 出 版 第
10000 号 敬 致
读者》 映入眼
帘，这唤起了
我 的 很 多 回
忆。

是的，我就是这样下班后习惯性
地从我家信报箱取信拿报，一晃 20
多年了。从刚到美国不久我在费城
市区的家，到后来费城近郊、再到
如今费城远郊的家，我订阅的海外
版一路乡情陪伴我走到今天。我也
有幸在海外版的好几个专版上发表
了多篇投稿！

2007 年 7 月 4 日是美国的“独立
日”国庆节，我和家人正在南卡州的
海滨度假，获悉我写的 《我们三兄弟
的转型之路》 竟然上了海外版这一天
的头版头条，并被广为转载。度假回
来，我便将这一天的海外版介绍给客
户，有意思的是，一些“老美”客户
看了之后，当即表示他们投资中国市
场的信心更足了！

10 年前，我也赶时髦在新浪网上

实名开通了我的博客，收录我在 《人

民日报海外版》、美国 《侨报》、美国

《世界日报》和
《世界周刊》等
华文媒体发表
的 各 类 文 章 ，
有 100 多 篇 。
我的写作动力
正是来自海外
版刊发我的投
稿，那是一种
乡情与鞭策相
融的鼓舞。

让 我 没 有
想到的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的编
辑看过我的博客后，同意为我出版一
本书：一本真实反映新一代移民拼
搏、进取、乡情和思想的书。想来想
去，我就用了 2007年 9月 27日在海外
版发表的 《我的移民之路——儿子怎
样进入“常春藤”》 作为书名。通过
这本书，我在海外版上发表的所有文
章都再次与亲朋和读者见面了，反响
很好。

岁月如梭，一晃海外版已经在 30
多年间，为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奉献了
1 万期来自北京的乡音。她不但将

“改革开放”的权威信息源源不断地
发送给读者，还在海外华侨华人与
祖 （籍） 国之间架设起了一座息息相
通的“读者桥”。我期待着海外版越办
越精彩！

上图：本文作者 （左） 与前费城

市长纳德先生在费城市府会议室合影。

喜闻《人民日报海外版》迎来出版1万期，感慨万千，我的思绪
也一下子被拉回到与海外版交往的时间长河中。

1979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我的“老东家”北京外企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FESCO） 向刚刚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派出
了第一名中国雇员。从此，老外和华人间交集的故事不断出现。海
外版于1985年创刊后，FESCO便通过海外版讲述外资企业在中国落
户之后的点滴故事。

1999年，我在FESCO负责与媒体打交道，将外资企业在中国发
展壮大的新声音通过海外版传递出去。2007年，随着中国的蓬勃发
展，出国潮变成了回国潮，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摩拳擦掌准备回国
工作。为了给海外华人提供更多、更准确的国内就业政策信息，应

《读者桥》版之邀，我负责提供回国找工作的信息，包括回国就业的
法律指南、政策答疑等，为海外华人提供“天堑变通途”的归国之
路。

2014年底，我离开热爱的工作岗位，成为一名海外华人，也第
一次体会到赤子之心。我把海外生活的感受和见闻记录下来，写成
文章。这是写给亲人的家书，也是为有出国想法的华人提供一些有
价值的信息。海外版陆续发表了我的7篇文章，从此我以自由撰稿人
身份再次与海外版“链接”。

当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欣喜地收到了海外版多伦多办事处寄到

我家的样报，我可以通过这张报纸，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受邀参加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举办的国庆

66周年招待会，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看到这么多中国人，场面颇为

震撼。在活动现场的入口处，我看到了海外版漂亮的展台以及摆放

整齐的报纸。海外版多伦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来宾介绍说，近年

来海外版的海外综合发行量不断攀升，突破百万。我在海外看到这

张中文报纸，顿时感到非常的亲切和温暖——在满眼都是外文的世

界里，海外版就像是来自家乡的一份问候，一位静静陪伴着我的朋

友，守候在我身旁。

我和女儿

与海外版

俄罗斯华侨华人
青年联合会会长

吴 昊

《读者桥》 上

说 礼仪

照亮华人

回家的路海外版与我的第一本书

近 20 年
前，我在一场竞
聘中落败，十分
沮 丧 ， 心 灰 意
冷。此时，我偶
然 读 到 一 桩 趣
事：动物学家发
现，非洲大草原
奥兰治河东岸羚
羊 比 西 岸 的 强
健，每分钟多跑
13 米 。 两 岸 羚
羊品种 相 同 ， 都 以 “ 莺 萝 ” 草 为
食。专家百思不解，便在东西两岸
各捉 10 只“交换场地”。1 年后，运
到西岸的繁衍至 14 只，运到东岸的
仅剩 3 只，其余的被狼吃掉。学者
恍然大悟：河东羚羊之所以强健，
是因为附近生活着狼群；而河西的
体质弱、跑得慢，是因为他们缺少
这样的天敌！我由此领悟到——使
人坚韧不拔、终获成功的，往往不
是顺境或优越条件，而是挫折、打
击，甚至绝境。于是，我写了 《奥
兰治河畔的羚羊与狼群》 一文，投
给《人民日报海外版》。

此稿刊登后，身边的朋友们纷纷
慰勉我，远在广州的老友也特地打电
话热诚鼓励。在温煦的关爱中，我心
中的阴霾一扫而空，从此振作起来做
事。这还得感谢海外版。

大约 10 年前，我开始解答海外
版编辑转给我的语言文字问题，为的
是答复读者的提问。2008 年 12 月 6
日，《读者桥》 版开设了“语文信

箱”栏目，由我
在该栏目详解易
于用错的字、词
等 。 2016 年
起，栏目名改为

“杜老师语文信
箱”。因为选题
实用、接地气，
得到读者认可。
有 位 美 国 读 者
说，该栏目是他
阅 读 海 外 版 的

“头条”。
栏目开设几年之后，我将答疑文

章等结集起来，出版了《缺失的语文
课》，颇受读者欢迎。北京电视台

《北京您早》 节目介绍了此书。我还
将在海外版发表的散文编辑出书，取
名叫《北京城里的“北”》。

在“杜老师语文信箱”栏目的鼓
舞下，我在北京、上海几家报刊也应
邀开办了类似专栏，还去国家有关部
委、电视台、报社、出版社等单位讲
公文写作和编辑中的语文问题。我还
被聘为全国人大、国务院立法部门的
语言文字咨询委员，央视总编室特约
语言文字顾问等。

所有这些，都跟海外版的信任和
所赐机遇分不开。如今，每次刊出

“杜老师语文信箱”，我都通过微信与
朋友分享。

时光荏苒，海外版迎来出版1万
期——万期足迹，堪称辉煌。今后，
我当勉竭绵薄，精心结撰，与海外版
勠力同心，笃行不倦。

从留学到在大
学教授汉语与中国
文化，从回国从事
媒体工作到回归大
学做科研，二十几
年，海外版一直是
我首选的读物。

留学时，海外
版带来了祖国日新
月异的变化，也带
来了不断的惊喜与
自豪。大家见面或
聚会时，聊的往往
都是在海外版上看
到的内容。一份儿
报纸，带来了说不

完的新鲜话题。这一纽带，将海外游子与祖国紧紧连结在一起——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

后来，我在几所大学教汉语与中国文化，除语言课本外，辅助
教材与文化教材的内容便从海外版选取。

由于海外版的定位，由于海外版的语言朴实、文字扎实、表述
严谨，更由于文化类内容丰富多彩，很适合做语言教材和文化教材。

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汉语补语“得”的论文，查找了大半年
的海外版，找到了几十个不同类型“得”的例句。

我不同于其他人，之所以使用报纸做教材另一个重要的理由，
就是报纸的语言是“活”的，即现在正在使用中的表达，是最接近
口语的书面语言。报纸上介绍的文化也是“活”的，即多为刚刚发
生或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掌握这些内容，与现实不脱节——这是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

回国后，虽然与纸媒海外版失之交臂，但总有一种情结，让我
不能远离。几乎每天上网，都是先看海外版，因为海外版上的海外
信息在增加，形成了一种“双向报道”的格局，成为国人了解海外
的一个重要窗口。

现在，我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将海外版及海外网、海客的截屏
和文字内容传到朋友圈，让朋友圈里的中外朋友第一时间看到海外
版刊载的各种报道和信息。

上图：本文作者 （左） 正在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我曾经的汉语教材
山东女子学院（北京）非物 质

文 化遗 产 研究保护中心主任

我曾经的汉语教材
山东女子学院（北京）非物 质

文 化遗 产 研究保护中心主任

与海外版一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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