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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外华文报纸点赞
前言：阅读报刊是一个好习惯，可

以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收取信息，自我
消遣。在阅读的领域里可以贯通古今，遨
游中外。报纸的功能有四，其为：提供信
息、分析解说、服务读者和增添乐趣。提
供信息是报道实事和新闻，就事论事，告
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分析解说是对时事和
话题加以讨论和争辩，讲解其前因后果、
影响如何；服务读者是提供对日常生活有
实用价值的消息；增添乐趣是在报内刊载
卡通、游戏和消遣方式等，娱乐读者。

最早的报纸是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在
英国首先出现。如今报纸的普及性和重要
性已是尽人皆知，不言而喻了。

海外华报：自清末开始中国有大批劳
工，大多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前往南洋
和欧美等地谋生奋斗，而后留居当地。二
战以后又掀起留学潮，中国的知识分子留
学欧美，其后就地扎根。于是在海外华人
聚集的一些大城市也就有华文报纸应运而
生。以下我将海外华文报纸的功能、挑战
和出路三点一抒己见。

一、功能
华文报纸像所有报纸一样都要展现前

述四大功能。在美华报的读者则偏重于两
个群体。一是老华侨，在美国定居已久，
习惯于看中文，关心家乡故国和美国当地
的重要新闻和实用信息。二是新华侨，初
到美国，英文掌握不够，要阅读华文报
纸。此外，许多知识分子的读者也保留了
阅读华报的习惯。

针对这两个主要群体，在美华报的
内容应注重提供信息、分析解说和服务读
者三方面。要及时、翔实、公正的报道有
关美国和中国（这包括港、澳、台）的重
要新闻，并加以分析解说。倘报社缺乏直
接投稿的来源，就要在获得授权下转载其
他报刊的有关论述，要求是立论公正，分
析精辟。服务读者则是报纸的卖点所在。
要迅速准确的报道当地社区活动，提供工
商经营和劳工市场的信息，为业主、求职
者、厂家和消费者建立一个接触交换的平
台。

二、挑战
华报的生存和发展也和其他行业一

样，要有足够的运转资金和收入，至少达
成收支平衡，才能维持下去。正常运作资
金的来源是订户和广告收入，报社的成功

经营越久，声望信誉益佳，订户和广告来
源就越多。这是良性循环。而经营不利的
报社就要不断走下坡，直到关门大吉。

报社若持有政治倾向（针对大陆和
台湾），会吸引类似倾向的读者订报，而
排斥了相对者。例如在美发行的《世界日
报》，是台湾《联合报》的延伸，受到台
湾背景的读者欢迎。大陆《人民日报》海
外版在美国发行，以赠阅为主。

三、出路
据我了解，在美国经营成功的华文报

社都有多元经营的手段。例如有附属或协
作的印刷厂可以承接若干印刷业务，有中
英文翻译的服务，可以为当地政府的公告
或手册等译为中文，而获得报酬。可以在
当地举办一些特殊的活动和庆典，进行义
卖和宣传，以赢获当地广大社会的认可和
赞赏。在美经营成功的地方性华报，多执
园地公开、不沾政治立场的风格。

为了照顾不同背景读者的需求，报刊
内可以出现“大陆、台湾、香港”专题报
道的专页篇幅，予读者以浏览之便。其报
道要有时效，要公平客观。美国著名的新
闻媒体，如《纽约时报》、《今日美国》
和CNN等，在议论版上针对同一主题，有
意刊载不同和相对观点的见解，此做法值
得赞赏。

美 国 第 三 任 总 统 ， 也 是 美 国 《 独
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1787年发言支持出版
自由，言及报纸的重要性，他说：“假如
由我决定，我们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
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会毫无犹豫地
选择后者。”30年前，我曾为西雅图英文
《邮情报》（P.I.）撰写“少数民族之声”
专栏，进入该报社大厅，就在墙上看到这
段十分醒目的名言，而至今不忘。

结论
我在海外华文报纸有40多年的投稿经

验，主要是《华侨日报》、《人民日报》
海外版、《星岛日报》、《澳门日报》、
《西华报》和最近增加的《亚美导报》。
我知道它们经营的主旨是服务社会，尽其
在我，更也是艰苦运作，不辞辛劳。令人
敬佩！

正所谓：“百家争鸣多么好，海外运
作有华报。服务社会吐心声，畅所欲言旗
不倒！”

我对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十分崇敬。他在任时在外交方面有不少重
要的建树，1980年退任后热心时政，赢得“外交调停使，选举监察员，卫生捍
卫人，人权促进者”四个实至名归的响亮头衔。他的生日正好是中国国庆日10
月1号，现已是95高龄的福寿双全的长者了。

今年9月17日他在乔治亚州普莱市家乡卡特中心的年会里回答一个趣
问：“宪法许可你再次参选美国总统，2020年你会出马吗？”卡特总统十分认
真地回答说：“我相信假如我比现在年轻15岁，年正80，我也无法承担我以往
入主白宫时的重责大任了。更何况我现在已年登95，连走路都感到困难了……
我希望总统年纪有一上限。”

有趣的是，如今在任的共和党总统川普是73岁，他若明年连任成功就是美
国历史上最年长的连任总统。而民主党由前副总统拜登带头的前三位角逐者皆
70开外。列根69岁当选总统，后来在年过70的两任里，在内政和外交的领域里
都卓有贡献，他是美国最年长的退任总统。显然是人各有异，有的人是老当益
壮，身心健康，运用自如，却也有的人会是身心交瘁，未老先衰，乏善可陈。

卡特既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退任总统，又是在退休后退而不休、努力贡
献的卓越人物。他1982年起主持运作的卡特中心，倡导和平、伸张人权、促进
健康、普及公益，成效显著，垂为典范。他在回答上述趣问时又进一步解说了
他在任时的作为和条件，“你要有能力从一个主题切换到另一个主题，并有足
够的专注，运作无误，又能把他们合为一体，理路分明。正如我把以色列和埃
及联合起来，成功签署了和平协议。”

卡特总统仍在等待民主党党内初选落幕，产生民主党可以击败川普的最佳
候选人。他期盼该候选人能够具备他一向器重的价值，可以带领美国去促进世
界和平， 伸张人权与平等。

奥巴马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时，也创造了历史记录，他是美国首位有色种
族总统，他连选连任，于2008至2016年入主白宫。他上任时美国经济下滑，外
交窘困，战火不息，国势低沉。他执政8年，建树良多，振兴了美国经济，改
善了国际局势，他也于200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今年8月奥巴马夫妇和美国
Netflix企业联手制作纪录片《美国工厂》，透视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国俄亥
俄代顿市开设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在文化有异和利益冲突的交炽下奋斗成长的
过程，颇有创意，启人深思。

9月18日奥巴马在三藩市一所资料分析公司（Splunk）讲演，论及他做决定
的过程时，提出两个重要的指导原则。一是，“身旁团队的成员要有不同的意
见，可对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关正确的信息，供你参考和取舍。二是，面临重大
决策要耳根清净，不要看电视评论和听信社会传闻，以减少干扰，妨碍你的判
断。”

奥巴马这番话诚然是智者之见，言之成理。任何国家领导者都要知人善任
和从善如流，不可让身旁充满了点头称是的唯诺之徒，在古代便可能是内戚、
宦宫和弄臣之辈。远君子、近小人并轻信谗言的领导者，都会更加目光狭窄，
自以为是，信息不足，判断有误。近代的两大暴君希特勒和史达林，他们都是
权威无比，一言九鼎的狂妄之士，就也自然走上“忠言”绝迹、自省不足和一
去不返的万恶之途了。

科技发达，对视听环境的贡献是渠道多种，信息爆炸，良莠不齐，真假难
辨。这对许多人目不暇接，形成干扰。国家领导人做决策时，避开这些混乱和
杂音自然是明智之举。

奥巴马于2017年1月10日在芝加哥做“告别”讲演时提出了他信奉的美国
观念是：“只有平民大众对日常事务介入、行动、团结和要求，改变才能产
生。”这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另一说法。

正所谓：“领导有方定主调，听取良言掌其要。万民参予筑长城，家国兴
旺见成效。”

两位美国前总统
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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