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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文报刊的文化传播与编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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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阐述华文报刊用南洋人的眼光审视和关照中华文化、以承传中华文化为已任、在维护当地国的社

会稳定的基础上争取华族权益等内容，论述了东南亚华文报刊的文化影响与编辑特色，评论了他们在承传中华文化方面

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由于东南亚各国吸收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以及当地国政府设置的不利华文报刊的生存环境，华文

报刊在坚持原来的编辑办报特色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种种应变措施。 

［关键词］华文报刊 文化 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趋提高，华人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所造成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日益引起世界各

国社会学者的关注，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的社会研究课题。与我国近邻的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在繁荣当地经济的同时，还在

承续和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方面，华人传媒的宣传可谓居功至伟。东南亚华人众多，分布地域较广，经

过艰苦的创业，虽然经济地位较高，但由于历史原因，大多在政治上无法取得突破，因此族群的发展往往依靠当权者开

明的种族和解和经济开放政策。在东南亚各国政府通过各种文化政策，力求迫使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华人

的文化生存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面临被当地土生主流文化同化的危险，华文报纸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孤独

地寻找和追索中华文化的“根”，把承扬中华文化当作华文报纸重要的教育和宣传任务。 

一、呈现海外华文独有的文化色彩 

东南亚华文报纸都是在双重的文化背景中发挥其宣传和教育功能的。它们所承载的文章明显地具有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文

化特征，文章内容具有两种文化的“对话”。它们以跨文化的眼光去对中华文化进行审视和观照。由于长期生活在远离

中国大陆，东南亚华人有一个自身群体文化归属问题，也希冀通过华文报纸能建立同当地其他各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平等

对话模式，但在现实生活中两种具有不同背景的文化沟通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在当前土生民族把政的政府推行当地土生

民族优生发展的政策的状况下，华人要想建立与当地土生民族平等的对话模式显然不切实际。在权力结构中土生民族文

化的话语权远远超过了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因而华文报纸所承载的话语的解读权所引起的影响远不及其他当地土生民族

的影响那么显著。 

东南亚华人无法建立与其他民族对等的文化模式，就迫使处于非主流文化的中华文化要自找出路，或是保持本民族的文

化传统，在边缘状态中求生存，或是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通过各种方式去化解、协调与主流文化的各种矛盾、冲

突。这些种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就会这样或那样反映在华文报纸的文章中，呈现出一种异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特征，这

并非在中国大陆长期居统治主流地位单一的中华文化的眼光所能深刻理解和诠释。如在泰国，佛教是国家的宗教，泰国

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星暹日报》，就经常看到有关佛教活动和话题的新闻，文艺副刊也体现浓郁的佛教天人合一

的思想。在西方文明非常发达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又体现出另一种文化特征。华人占主体，但西方

文化却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华文报纸大量报道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新闻，但报道的内容却在某种程度上宣传西方文明的

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取向。这一系列因应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形成的办报风格，构成了他们向中华文化朝圣的色彩各异的

报纸特色。 

华文报纸的根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华文新闻从业者，因为原先的母体文化经过移植，成为一种客体文化，同所在地

区、国家的主体文化相差较大，同时东南亚各民族的主流文化总是居高临下“俯视”华族，甚至歧视华族，造成华文报

纸在这些国家的发行和运作非常困难（除新加坡外）。这种情况在马来西亚、泰国尤为明显。马、泰两国政府不遗余力

通过各种举措使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借此同化他们。因此华文报纸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为了生存，几乎都选择了一条

与当地土生文化融合的道路，也就是除了报道华人社区的新闻之外，还大量报道当地民族的社会新闻。 

在远离中国大陆和异国他乡，面对文化被压制，民族发展受阻碍的情况下，东南亚华人内心充满了苦涩。因此，我们在

东南亚的华文报纸的文艺副刊里，经常感受到海外作者充满“放逐”的酸涩和文化疏离的痛苦，既有个人生活的浪子悲

歌式的抒写，也有对中华文化与土生文化差异的思考和对文化上平等对话的追求。在文章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历史、

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无数纠葛，而作品就承担着各种关系的交织，以一种独特的视眼来观照文化的交织，以一种异

于中国大陆的华人的眼光来诠释中华文化。所以，在华文报纸这个特殊的空间里，充满着异域感、流亡、放逐、陌生和

对故土的回忆。应该看到，长期经受着西方现代文明和当地土生民族文化的冲击和震荡，东南亚华人在文化心理上形成

了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文化归属意识，通过华文报纸对中华文化的宣扬，可使身在远离母体的华裔寻觅到自身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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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根，从而在与异文化的冲突中获得自身的文化归属。这种寻根和文化归属的强烈意识促成了华文报纸用一双南洋

人的眼睛去诠释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 

因此，东南亚华文报纸所呈现出的南洋华人的色彩，基本上是以华人新闻从业者的文化眼光，经过与异种文化的心理选

择、过滤、“内化”而成的，它是新闻从业者从一定的文化立场而发，根据自己对异族文化的感受和理解，创造出来的

迥异于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东南亚华人心理和文化的“镜象”和“折射”，可视作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

释。 

二、以承传中华文化为已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丧失了民族文化，便丧失了民族性。华文报纸的出版和发行，为东南亚华人学习中文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环境，也为维系东南亚华人族群提供了条件。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当地种族把政的政治背景下，东南

亚华文报纸独如一根倔强的小草，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弘扬和传递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得以与当地多种种族文化、

西方文化并存在东南亚各国中。 

华文报人不遗余力地承传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在异质文化环境里消除陌生感、不安全感而努力

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表现，是对本民族文化理想的诉求。但这种对华族强烈的认同感，在当地政府刻意要把华族融入

当地社会，同化华人，以及随着东南亚各国着力发展经济，向西方国家开放国门，导致西方文化的进入而造成的对中华

文化新的冲击下，力量已经显得十分薄弱，反抗也显得苍白。在华族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加坡，这种对华族的认同感也随

着西方文明的进入而导致华文日渐式微，更勿提其他国家华文的生存和发展。虽然新加坡政府倡导中华文化，推动华语

运动，但一个曾受长期英国殖民统治的城市国家，在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下，新一代的华族拉大了与中华文化的

距离。“《海峡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引述一次调查报告时指出，新加坡受英语教育年龄在25岁以下的华族年轻人，有11%

至17%阅读华文报，而有80%的学生没有阅读华文报。”①在印尼华文新闻事业于1966年印尼人民协商会议第31号和32号

有关禁止兴办华文教育以及禁止出版、发行华文报刊的条例以来，一部分报人到外国谋生，留下来的被迫改行从商或从

事其它职业，近几年印尼政府逐渐放松对华文出版业的管制，华文报业得到复苏，但是编辑和记者却严重缺乏。《商

报》曾招聘精通华文和印尼文的翻译员，应聘者40人，合格者仅4人。目前报刊编辑多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力与精力

有限，而年轻一代懂华文的华裔由于从事新闻待遇不高而不就业于这一行，造成印尼华文报刊人才严重断层。印尼如

此，在东南亚其他各国中，大多数华文报纸，如泰国的《星暹日报》、菲律宾的《世界日报》等，也都是一些老报人在

主持报纸的运作，而很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这些老报人秉承着对华族强烈的认同感，在孤独中默默地诠释和承传着中

华文化。 

面对华族被同化，价值观日益西化而造成的个人价值观膨胀，传统的家庭观念日益淡化，社会伦理道德与中华传统背道

而驰的态势下，东南亚华文报人看到了华族西化的严重后果，深刻意识到华文报纸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开辟了许多文艺

专栏、副刊，向华族推介中华文化。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的“根”文艺专版，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

“艺海”文艺版，泰国《新中原报》的《艺术快拍》、《集萃》、《神州新姿彩》，菲律宾《世界日报》的“寻根”

版，印尼《呼声》、《千岛日报》的学习汉语专栏，凸现出浓郁的中华文化色彩，折射出东南亚华文与中国大陆文化一

脉相承的影子，但是又反映出它经历数百年的文化变迁，与泰族、马来民族、印度等民族和西方文化的融合和演绎过程

的情况。华文报纸副刊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大多以揭示当代人的生活为主题，也有介绍中国古代文化和当

代文学，以及传统习俗等文艺性较强的文章。其中在副刊发表的生活絮语、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反映了东南

亚华人社会的现实，所承载的文化特征表现出东南亚华人文化独特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体现在精神

上和心理构成上，就反映出华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成为华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存在的基础。从这一方面说，华文

报纸所呈现出的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是联系东南亚各国华人的精神和纽带。 

三、维护当地国的社会稳定，争取华族权益 

作为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各国当务之急就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要想发展经济，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社

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当地政府严格控制着各种媒介，更有甚者，把媒介国有化，不允许它们充当“第四权力”的角色，

而是力求它们成为自己的助手和喉舌，以此利用媒介宣传政府的治国方针，尽量减少不同政见者的声音。因为每一次华

族与当地土生民族的冲击，都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对同属于大众媒介的华文报纸的控制，是东南亚各国政府

保持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解的重要举措。华文报纸要想在政府严密控制的状况下，唯有走中间偏左路线。如印尼华文报

《印度尼西亚日报》在报头下边就标上“为了民族统一，团结与建设”的字样；《和平日报》刊出“唯有和平，才能避

免分裂”；《龙阳日报》打出“为建设祖国实现民族团结”的口号；《呼声》呼吁“立足印尼，敦睦族群，呼唤华裔贡

献社会”；《印华之声》提倡“促进民族团结，建设繁荣经济”等。这些华文报纸不遗余力宣传民族团结，喊出不同种

族撇弃民族歧见，共同建设印尼的口号，目的就是希望华族能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维护社会稳定。 

因为东南亚民族众多，又具有各自的独特文化习俗，因此华文报纸在注重融合当地文化的过程中，都十分注意舆论的导

向，尽量不刊登在野党煽动民族情绪和种族主义的言论和新闻。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当数新加坡。新加坡处于印支半岛

的最南端，扼守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十分显要，同时它被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包围。这两个国家以马来人居多，同

时由于新加坡曾经历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境内又有为数不多的西欧人后裔和印巴移民，因此国际环境和民族构成十分



复杂，中华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此汇合，造成各民族文化的强烈碰撞，一旦政府处理不当，便会引

起民族冲突，因此新加坡政府对各民族文化的承传和融合都十分重视。它通过控制大众传媒，推行多元宗教政策，充分

发挥和利用多元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功能，限制媒介的政治功能，审禁报刊的言论，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促使民族缓和。 

华文报纸在承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刻意保持与政府言论的一致性，逼于生存和争取民族权利的压力。虽然华人几个世

纪前就从中国大陆飘洋过海，移居东南亚，但是由于政治背景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别，总是受到当地土生民族的猜疑。他

们恐惧华人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之后，一旦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就会成为又一个“中国”，想方设法从各种途径阻

碍华人参政，甚至通过宪法来剥夺华人的政治地位。因此，东南亚各国华人虽然在经济上颇有实力，但由于无法掌握政

权，社会一旦出现动乱，首先遭殃的便是华人。1999年印尼动乱中，华人财产受到当地土生暴民的疯狂抢劫，妇女被暴

徒强奸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几个世纪过去了，华人还处于寄人蓠下的状况，迫使华文报纸在注重承传中华文化的

过程中，除了宣传政府政策外，还努力争取华人已成为当地国的公民有权享有与当地土生民族同样的社会权利，控诉种

族歧视政策，呼吁政府尽快取消歧视华人法规。同时，东南亚华文报纸利用大众媒介的传播特点，向读者发表支持华人

争取权益的言论，呼吁华人必须踊跃参与政治活动，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印尼《和平日报》的创刊词写道：“创刊之

日的华人处境与撤销禁令之遥遥无期，就是我们创刊的背景……本报同仁唯有鼓足勇气，怀着族群必须平等的责任感向

前冲刺，以协助新政府推行种族平等政策。”针对东南亚社会批评华人不该组织政党的言论，许多东南亚华文报刊体现

了鲜明的政治立场，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批支持华人组建政治团体的文章。如印尼《增益》98年第4期发表了《华人有权

组党》的署名文章，抨击了社会反对华人组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华人参加政治活动，改变过去没有政治地位的历

史。华文报刊支持华人参与政治活动，争取华族权益的鲜明立场，表明华人已摆脱过去沉默寡言、担心被迫害的心理观

念，开始敢于亮出自己的真正看法，表达自己的呼声。 

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成熟绝非表现在感性的渲泄上，而是以深刻的理性思维、辩证的分析及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态度作为标

志。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华文报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宣传的方式上，都注重宣传的策略和技巧，通过艺术性的版面

编排和严谨的言语表达，发表争取华族权益的言论，促进民族的融合，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维护社会稳定，民

族团结的局面。此外，东南亚的华文报纸也意识到华族的发展建基于牺牲当地土生民族的经济利益是不健康的，也是造

成社会贫富差异，最终导致社会动乱的祸根，因此在承传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既努力争取华族应有的社会权利，又把眼

光投向当地土生民族的贫民阶层，注意报道和宣传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替他们说话，希冀促进民族间的和解，因而

越来越得到其他种族群众的支持。 

但是我们也客观地看到，由于刻意注意舆论导向，扮演政府喉舌耳目的角色，华文报纸少了一个监督政府和官员的社会

功能，使得通过华文报纸传递出来的声音趋一同质化，同时由于一些报纸过分注重承传传统文化，而忽视了现代报业的

发展趋势，几乎成了怀旧中华文化的刊物，而无法在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使得读者日益减少，生存也面临重

大的挑战。除新加坡的几份华文报纸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报纸出版发行量偏少，几乎都在亏本经营，靠一些华人

财团的支持下才得以继续出版。如印尼《增益》月刊和《千岛日报》每期发行仅为5000份，几乎期期亏损，处于结业关

门倒闭的边缘。因此，如何承传中华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报道与读者息息相关的新闻，满足读者的信息需

求，吸引更多的读者，跟上世界报业发展的脚步，成为宣传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就成为东南亚华文报纸重要的研究课

题。 

注释： 

① 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第255-25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作者简介］彭伟步（1972－），男，广东人，硕士，暨南大学新闻系教师。 

Culture spread and editing of Chinese press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ENG Wei-bu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e article depicts the cultural influence and editing features of Chinese press in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ree aspects: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ye of overseas Chinese, handing dow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ighting fo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newspapers in Southeast Asia 

contributed a lot to handing down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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