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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时宏
中国总理周恩来

1955年出席印尼举办
的亚非会议时，提出
了国与国之间外交应
该遵循求同存异的“
五项基本”和平相处
原则。60年后的2015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出席万隆亚非会
议纪念大会时，再次
重申了他在2013年访
问印尼时倡议“一带
一路”合作要做到“
五通”，指出“国之
交在于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2021
年11月19日在北京出
席 第 三 次 “ 一 带 一
路”建设座谈会时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要
把同共建国家人民“
心联通”作为重要基
础，要营造良好舆论
氛 围 ， 深 入 阐 释 共
建“一带一路”的理
念、原则、方式等，

共同讲好共建“一带
一路”故事。

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只有让双方民众
真正理解对方国家的
文化传统，才能从求
同存异的层面消除误
会，实现双方稳定发
展。

中华文化“走出
去”的过程，既是中
国故事对外传播的过
程，也是中外文明交
融互鉴的过程，既是
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
和感召力，同时也是
在主动进入多元文化
和世界文明语境的过
程中，去创新性地阐
释中国文化的基本价
值。

作为肩负传播中
华文化桥头堡的海外
华文媒体，在当今“
西强我弱”的话语体
系的环境下，如何适
应新形势、传播方式

的新变化，在蜕变转
型中开辟新路传播好
中华文化，讲好中国
故事，是华文传媒面
临 的 迫 在 眉 睫 的 问
题。

新形势下海外华
文媒体的担当

在中国推行“一
带一路”倡议和致力
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过
程中，海外华文媒体
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
要力量。海外华文媒
体主要分布在60多个
国家，主流的华文媒
体有400多家。只有
把握媒体的话语权才
能推动国际合作，实
现合作共赢。

新时代，国际话
语 主 导 权 的 争 夺 是
一 场 看 不 见 硝 烟 的
战 争 。 时 至 今 日 ，
国 际 舆 论 中 的 “ 西
强我弱”、“西攻我
守”格局仍未改变。

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和综合国力
的不断强，中国需要
在“走向世界”中，
塑造全新的中国新形
象，对外宣传介绍中
华文化价值观、中国
智慧、中国道路，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离不开海外
华文媒体和 6000 多
万华侨华人的共同参
与。

华文媒体一直是
华 侨 华 人 与 中 国 沟
通 交 流 的 重 要 纽 带
和桥梁，在“一带一
路”建设过程中，必
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与重视。华媒和华
侨华人具有融通中外
的优势，肩负向世人
宣传“一带一路”规
划、理念、政策、讲
好中国故事、引导国
际 舆 论 、 引 导 和 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

沿正确战略轨道运行
的重任。中国故事讲
好了，华媒的传播效
应 就 会 逐 渐 深 入 民
心，公信力和影响力
也必然得到提升，国
际话语权也会不断提
升。

海外华文媒体面
临的挑战与优势

当前，海外华媒
在讲好“一带一路”
中国故事的路上面临
诸多挑战：出于政治
和 意 识 形 态 上 的 需
要，西方媒体仍喜欢
用预设立场和“标签
式语言”描述中国，
或 通 过 议 程 设 置 淡
化 “ 一 带 一 路 ” 影
响，或依照固有框架
对中国“一带一路”
进行扭曲不实报道，
使得国外很多人对“
一带一路”有诸多误
解和偏见。在西方舆
论主导的世界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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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媒体(一)
传播中华文化新路径浅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