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论东盟华文报网站的传播意义——《联合早报》、
《星洲日报》（1） 

时间：2002-7-27 10:16:24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李异平 阅读544次

  

论文摘要：随着东盟网络的迅速发展，华文报网站也日趋成熟与完善。它们的成功对国际传播

论坛中信息流的倾斜现象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同时，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中心，它鲜明的民

族性和文化认同诉求，为海外华人扩大自身话语实践范畴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曾以“亚洲虎”称雄于世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今又获得了“网络小虎”的称号(1)，该两国

政府将信息科技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放宽政策，引进外资，使网络发展迅速进入到发达

国家的行列。随着网络的发展，华文报网站也日趋成熟与完善，成为全球读者寻觅中华文化的

一大景观。东盟最大的华文报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该报于1995年5月进入“亚洲第一

站”互联网后即吸引了众多的华人读者，到1998年3月浏览该网站的点击数达2456万次（2）。

随即，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光华日报》和《光明日报》也在1995至96

年间进入因特网。华文报走向互联网对于国际传播界长期存在的传播全球化“倾斜现象”

（3）起到了一种平衡的作用，本文试以《联合早报》《星洲日报》两家报纸的网络版为例，

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华文报网站所产生的传播意义。 

一、 华文报网站，中华文化的传播中心 

传播是文化，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化是指人们了解知识、信仰、行为模式或价值

观等社会遗产的过程。华文报网站聚集了关于华人的政治经济信息和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网

络为传播添上了翅膀，使这些信息进入全球网民的视野，参与到国际社会化的过程之中。所

以，华文报网站实际上是全球华人的一个“文化家园”。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网络版

《星洲互动》为例，它为华人读者提供的是一桌中华文化的“满汉全席”，从而，整个网站都

散发出文化“浸染”的品质： 

1. 营造中华文化氛围，增强对中华文化的所属意识。《星洲互动》汇集了中华文化的精华。

表面上，它与其他网站一样分为：要闻、财经、休闲、科技、文化、社会、教育、刊物等，但

内里却闪耀着华夏文化的点点璀璨。如点击“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大马华人文化节、民间

习俗、民间节日、民间戏剧、文化瑰宝和文化古迹等。在2000年6月28日的“文化瑰宝”一栏

中，读者就可以欣赏到京剧、粤剧、历史故事、傀儡戏、广东民调、福州说唱、闽剧、脸谱化

妆等文化艺术的介绍文章（如果从该页可以链接到这些剧目的图片或声像节目，该网页就更为

完美了）。“京剧”一页中介绍了京剧的起源、京剧的表演方式以及京剧的人物特色等。“大

马华人文化节” 和“农历新年特辑”更是将华人文化活动搬上了网络，人们即使无法跻身于

华人节日之中，但从该网页上一样可以感觉到灯笼阵、舞龙等节目所带来的欢乐气氛。这些传

达着中华民族某些特有信息的民俗文化，增添了网络社会的华人气息，使网络洋溢着浓厚的中

华文化情调。 

华文报网站的另一功效是借助中华深厚的文化底蕴以锻造全球华人的民族情结。如2001年1月

11日《星洲互动》的文化专栏中含有“历史古迹”的网页，58个古迹系列详细地介绍了广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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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郑和石像、林亚相之墓、马六甲三多庙、都赖观音堂等地的历史风貌和维护状况。这些耸立

在异国他乡的、记载着几代华人创业史的古迹蕴藏着华人的勤劳和智慧，是现代华人社团祭奠

先人和传播民族传统的“精神圣坛”。该栏目还刊登了其他系列如：“开展维护古迹与美化义

山”、“古迹缅怀先人拓荒伟绩”、“唤醒全民捍卫义山”、“重视古迹的鉴定与维护”、

“回归历史，再造辉煌”等文章。其中《义山搬迁风波》一文是关于在15个华团的努力下，马

来西亚内阁已决定不搬迁位于首都吉隆坡的广东义山遗址，以保留华人历史古迹的新闻。作者

提出的问题是，“广东义山得保是件喜事，但华社在这片国土上零零仃仃的历史古迹，是否从

此风和日丽、平安百代”。 作者认为，华社不能因为内阁的决定而放松对义山的美化计划，

而应该“借势跟进、从华社组织结构、国家历史文化政策及立法等许多未经‘开拓’的角度去

做更长远的古迹保卫工作”。《星洲互动》网站有许多此类文章，它们不仅仅起到维护历史古

迹的作用，而是从文化及历史教育的角度去提升华群整体的认知，借以增强华社对本族文化的

所属意识。对于华人读者来说，他们获得的是对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次认同，而对于其他

民族的读者而言，华文网站则是他们文化生活经验的一个补充。  

如同其他网站一样，传播科技知识也是华文报网站提升网站层次、吸引读者的重要途径之一。

《星洲日报》在推广科技知识方面的功夫做得尤为精深。科技专栏里有新科学发展介绍如(标

题后是发表日期)：“WAP与蓝牙技术出现，未来JAVA无出不在2000/9/1”、 “MSC第二阶段计

划开跑2000/9/6”；有新科技产业经营的成功模式介绍如“龙腾新商业模式闯天下

2000/12/29”、“玛雅神话创造者2000/12/19”、“Linux力震微软江山2000/11/19”；比较

有分量的还是探讨知识经济发展规律和关于新科技应用的文章如：“亚洲电子商务发展唯一出

路2000/11/28”、“先来探讨新经济守则2000/10/8”、“中小型企业，E不做，恶不休

2000/9/23”、“知识经济革新经济形态2000/10/21”、“e时代的教学方法2000/9/5”、“网

上辅导中学生2000/12/24”等等。在人们都认为dot.com公司将走向衰落的时候，《亚洲电子

商务发展唯一出路》的作者却提出，“这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是开始的结束”，作者认为电子

商务正逐步迈入成熟期，ASP就是适合于此阶段发展的电子商务的经营模式，该文还介绍了ASP

具体的实施方案。《先来探讨新经济守则》一文探讨新的经济守则，并介绍亚太地区SAP策略

委员会官员所总结的新经济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专栏形成了一个以网站为中心的科

技传播圈，作者们对新科技所展示出来的专业知识也提高了华文报网站的竞争力。  

2. 充当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滋养地。华文报网站虽然其内核仍然是现代信息的交融传播，

但它被赋予了民族的性格而具备了以华族为中心的完整的文化形象和价值体系，通过网络参与

到国际传播的交流之中从而形成特有的感召力。《星洲日报》的“星洲广场”就是这样一个传

播论坛，它的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内容蕴涵着民族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既传达着中华

文化遗产的气息又是时代的写照。如它的自由论坛、尊重民意、边缘评论等栏目包含了以下一

些文章：“为后代子孙留一块净土2001/1/1”、“建立知耻的文化1.1”、“追求永恒的信靠

1.9”、“营造爱心社会2000/12/31”、“结合华社力量12.12”等。这些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是

作者们对社会的本质与整个社会走向的思考。《建立知耻的文化》一文这样说：“党政纷争竞

起，国家经济凋敝，社会治安败坏，道德人心沦落，种族猜忌时被挑起，政府公信力片片剥

颓。……多年来我们携手养大了一种文化，使我们变得自高自大、不听真话、争功委过、惟利

是图，这种文化就是不知羞耻的文化“。作者所提倡的”知耻文化“是谦逊、纳谏、廉洁、勇

于承当责任等。《为后代子孙留一块净土》的作者则奉劝身居要职的官员不要”为了个人的仕

途或短期利益，昧者良心推行某些违背民意的政策“，而应该建立良好的道德品行留给后代。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的行为模式、行为的塑化完全依靠于信息的积累和传播，华文报网站

这些体现华族群体意志和社会良知、具有规劝功效的作品代表着马来社会中健康积极的力量，

它们肩负着张扬民族个性、提升国家素质的重任，也为社会走向成熟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  

3. 给现代社会以人文关怀。人们都把互联网中的境界看成是一种虚拟世界，将它与虚幻、乌

托邦等同起来，“在Intenet带来的虚拟世界面前，当人的精神一无凭籍的时候，生命就将失

去意义与价值，随之而来的是人生苦闷感、孤独感和虚无笼罩在个体的心头，挥之不去，形影

相随“ ，“个人的文化符号只是在社会关系上来说因网络文化传播获得某种延伸，然后得不

到高尚文化理念的真传及不同形态文化平等交流、碰撞而产生思想文化火花的燃烧，真正的个

体则难以获得对生命意义和价值世界的了解与体悟” （4）。在该作者看来，互联网似乎只能

 



使人产生精神空虚和苦闷。但笔者认为，互联网中的文化传播实际上却给了人们以精神上的

“凭籍”，恰恰是互联网为人们传播高尚文化理念、实现不同形态文化平等交流提供了一个比

以往任何媒介都更为有效的途径。在现实中，在全球化的竞争时代，无论是欲望化生存的富豪

还是市井喧嚣中的凡庸小民都会感受到“现代化的痛楚”，对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被西方个人主

义和物质主义所代替的文化现实所困惑，他们需要建立一种文化理想，一种可以为社会成员效

仿和遵循的普遍性的价值体系，只有传播媒介包括新闻网站才能充当缓和文化理想与文化现实

之间冲突的不可代替的重要角色。因为它们既展示现代化的矛盾，又可以民族性的理性思维给

予读者精神调理和人文关怀。从整个互联网来看，大多数的新闻网站都能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展

现人性层面的美，给读者以精神上的“抚慰”，诲淫诲盗的终归只占少数。 

 

 

文章管理：beyondsun （共计 978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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