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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3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世界出现了“冷战”结束后的新格局，东西方之间进入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全面对话与交流的新时
代，互联网带来的传播技术革命引发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
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一百多万中国学子走
出国门，开始海外求学的旅程；几百万中国新移民到世界各地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
海外华人中大陆、香港、台湾地区新移民大幅度增长，为海外华人社区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巨大变
革。
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变化，海外华人人口大幅度的增长，为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新的市
场和新的挑战。
中国的国际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增进了解，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互利共赢，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关注的一个新的
课题。
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和平使者，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全球发展做
出重要贡献的海外族群之一。
海外华人身体力行，将中国与世界编织在一起，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
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
海外华文媒体是连接海外华人与祖国和所在国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它服务于海外华人，在满足海外华
人的精神需求和信息需求方面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服务海外华人，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加海外华人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新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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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海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最近30年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变化和现状的专著。
作者在美国华文媒体工作多年，在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采访了许多海外华文网站的创始人
和知情者，对海外华人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的作用，以及海外华文媒体市场和受众、未来发展方向有
着准确、精辟独到的分析和研究。
对于了解最近30年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状况、研究东西方文化冲突、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有着重要参
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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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玖，女，美籍华裔知名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兼任
教授、武汉大学客座教授，前美国《侨报》副总编。
曾经多次在采访第一线报道重大国际新闻，专访多位中美高级领导人，多篇深度报道为全球各大媒体
所转载。
代表作有《王诚勇贩卖人体器官案》、《美国教育考试委员会与新东方之争》、《死亡无法抹掉的阴
影——纽约华人艾滋病探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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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研究的起点：承认差异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思想。
人各有志。
——泰伦斯任何人类交往研究的核心是对不同文化的认同。
——拉里·萨莫瓦《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传播的挑战2007年3月，中国著名笑星赵本山和姜昆先后到纽
约演出。
本来是慰问侨胞之旅，纽约华人却对赵本山毫不领情，许多人对赵本山的演出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
华人律师陈梅甚至用“无聊和下流”五个字来评价这位在中国红得发紫的笑星：“一讽刺残疾人，二
讽刺肥胖者，三讽刺精神病患，他的演员模仿残疾人，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种演出放在主流社会，演出厅门口会聚集很多残疾人和肥胖者抗议。
再看姜昆带来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同样是逗笑说唱，内容正派积极向上。
这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这些报道经过互联网广泛传播，令赵本山恼怒不已。
为什么在中国当红的头牌笑星在美国受到如此奚落？
为什么人气不如赵本山的笑星姜昆在纽约仍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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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07年3月开始写作，到2008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驻站一个月，对书稿中
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对书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和补充，断断续续大约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
的时间。
实际上，书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困扰我大约已经快20年了。
1990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生活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看不到中文报纸、中文电视，当地没有华人社区
的环境中。
唯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变了味的中国餐馆。
那里没有中国超市，记得我们到一个韩国超市买了几盒豆腐，拿回家一看却已经变质了，只好非常惋
惜地扔掉。
有一次，一位老师带来一部中国影片《过年》，全校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一个大教室里观看，感觉非
常亲切。
从那时起，我常常思考，中国文化对于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进入美国《侨报》之后，身为一个长期在新闻第一线工作的记者，我几乎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侨报》
所遭遇的激烈的市场竞争，感受到海外华文报业的艰辛和旅美华人华侨对我们的殷切期盼。
这种感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我心头萦绕，久久挥之不去。
每当我路过街头的报摊，每当我浏览海外华文网站，很多问题都会引起我的思考。
离开《侨报》以后，很多人劝我想办法赚钱，我开始思考我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目标是什么。
中国是我的祖国，美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这两个国家，愿意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友好交往，为两种
文明的融合与发展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以我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验，我深感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
我决心为困惑我心中多年的疑问寻找答案，于是开始对海外华文媒体进行一些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幸运的是，我的想法得到了方汉奇教授和郑保卫教授的支持，并聘请我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最近几年我在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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