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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体而言，欧洲的华文媒体还处於艰难的起步阶段。虽然已有了“欧洲第一家全日播放的中

文电视台”，有了一定数量的报刊，但多数还处在相当脆弱的婴幼儿时期。目前不少欧洲国家

的国家电台都设有中文部(如英国、德国)，可见华人听众在数量上是不可忽视的。 

英国的华文媒体就产地而言，应该是香港第一。这首先是因为英国原为香港的宗主国，双方在

各个领域的交流都极为频繁。其次，香港传媒业较为发达，有开拓国际市场的资源优势。在考

文垂市立图书馆，笔者能见到的香港报刊有《星岛日报》（欧洲版）、《文汇报》（海外航空

版）、《快周刊》、《东周刊》、《一周刊》、《三周刊》、《茶杯》、《明报月刊》、《开

放》、《犬月刊》、《米奇》和《东方新地》。该馆只有大陆和台湾出版的杂志各一种。该馆

有一中文书架， 有图书约1600册（其中小说类约800册，以武侠和艳情为主，非小说类接近

800册），各种华文光盘及磁带约 150盘。华文图书98%以上为香港出版，而音像制品则清一色

为香港造。馆中图书只有寥寥数本是由群众出版社、团结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艺

出版社等大陆出版社出版的（请参阅拙文《考文垂市的华文媒体》，见《跨文化交流》2003年

第1期）。 

大致说来，英国的华文媒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商业报刊 欧洲影响最大的华文商业性报刊是香港《星岛日报》(欧洲版)，其行业老大的地位

目前是无可争议的。英国很多大学的图书馆都订有《星岛日报》，这也是考文垂大学所订的唯

一华文报纸。在英国期间，笔者曾就其政治定位作过小范围的读者调查，并就其内容和版面作

过文本分析，结论是该报政治上基本中立（请参阅笔者的毕业论文“The Positioning of 

Sing Tao Daily (European Edition)”）。香港《文汇报》(海外航空版)在欧洲的影响还有

待扩大。《华商报》（英国版）是比较符合我个人情趣的新闻报纸，信息量较大，而且免费赠

送。欧洲《华商报》于1996年创刊于德国法兰克福，现有德国版、意大利版、捷克版、芬兰

版、北欧版和英国版共6个版别，每期总发行量为16万份。新近创刊的《英中时报》是笔者所

见的欧洲华文报纸中唯一用简体中文印刷的，其文笔和印制都是华文报纸中最好的。台湾的

《欧洲日报》立场也基本中立，专业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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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报刊 在我的视野内，总部设在德国汉堡的《大纪元时报》(欧洲版)是欧洲异军突起的政

治报刊，免费赠送，纸张和印刷都相当不错。从字里行间判断是由某宗教组织组织所办，对中

共抱有相当成见。因其观点偏激，言辞激烈，导致其可信度较低（笔者曾就此做过专项调

查）。《大纪元时报》共有13个版别，分别为欧洲版、澳洲版、台湾版、亚特兰大美东南版、

纽约美东版、新泽西美东版、新英格兰版、旧金山美西版、德州美南版、洛杉矶美西版、华府

费城版、芝加哥美中版和加拿大版。欧洲版现为周刊，每期4开12版，目前每期都有法轮功

“包版”广告。欧洲版自称每期印数43，000份。笔者在英国期间几乎每期必读，比较喜欢其

“文化副刊”上的哲理短文。 

行业报刊 笔者所熟悉的行业报刊有号称“欧洲华人月刊”的生活类杂志《新界线》、基督教

角声布道团出版的《号角》(欧洲版)等。该类报刊大都刻意回避政治话题，读者群较为固定，

社会传透力有限。不过，原来主要面向中餐业的《新界线》近来也与时俱进，在栏目设置上有

了明显变化，正逐步向综合性杂志过渡。 

目前看来，欧洲尚无大陆主办的华文报刊(《人民日报》海外版在英国考文垂市的影响几近为

零)，来自大陆的华人、学者(含留学生)基本上听不到直接来自大陆传媒的声音(笔者是通过

《大纪元时报》获得南京华文论坛消息的)。 

网站 就媒体形式而言，华文网站的影响大於报刊，在学术界和青少年中尤其如此。在欧洲影

响较大的是“文学城”(www.wenxuecity.com)。这是家全球性华文网站，其性质、背景很难界

定，大致可划为“商业类”，涵盖新闻、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文学、法律、生

活、娱乐、色情等内容。“文学城”采取完全开放的论坛形式，城中不乏很有见地的优秀之

作，加上运作手段相当灵活，其影响在日益扩大。据披露，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情报人员、“职

业写手”一直活跃于该论坛。新浪网在欧洲的影响目前十分微弱。BBC中文网站信息量很大，

时效性也极高，但因其过度关注中国的阴暗面而为来自大陆的华侨和留学生所诟病（据笔者调

查，很多大陆留学生因此而不再访问该网站）。 

在西方民主社会里，E-politics已逐步引起政府、政客和学者的关注。对“边缘化”组织而

言，网络是最可行也是最有效的传播手段。据不完全统计，法轮功组织至少有4个影响较大的

全球性网站，“自由西藏运动(Free Tibet Campaign)”也拥有一个水准较高的网站，但“中

国民主党”的网站实在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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