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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传媒形式，在经济

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中华文化传播及华人社区具有重

要影响。研究海外华文媒体，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把握

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情况，为研究中华文化

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重要的实证材料，有助于探

讨和理解华人社区的变迁和发展。

一、海外华文媒体的历史和发展现状

（一）海外华文媒体的历史

海外华文媒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

当时一些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华人，渴望了解家乡的

消息和文化。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一些华人开始在当

地创办报纸，并逐渐建立了一些以中文为媒介的新闻

传播渠道，这成为海外华文媒体的起源。20 世纪初，

一些留学生和外交官开始在海外创办华文报刊，如

《华侨日报》《南华早报》等。这些报刊主要面向海

外华侨华人和社会上层人士，内容涵盖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1］。这一时期，一些西方媒体也开始关注

中国，报道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事件。1978 年，中国实

行改革开放政策，此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

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海外

华侨华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海外

华文媒体随之发展壮大，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

目前，海外华文媒体拥有众多读者和观众。它们

不仅报道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还关

注亚洲和世界的重大事件。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

展，也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了解中国发展动态的重

要平台。

（二）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现状

自 1815 年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起，海外华文媒体已有近两百年历史，累计约5000种。

2021 年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世界华文媒体发展报告》显

示，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华侨华人总数达 6000 万，其

中 90% 为华人。海外华文媒体分布在 61 个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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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数达 1019 家，其中报纸 390 家、杂志 221 家、

广播电台 81 家、电视台 77 家、网站 250 家［2］。

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现状涉及许多方面，如媒体

数量、媒体类型、媒体质量、媒体传播范围等。海外

华文媒体是创新发展融合传播的重要载体，是传播中

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联系华侨华人的重要桥梁，

是帮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信息渠道，更是讲

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力量。然而，海

外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

战。如何在保持中立客观立场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传播正能量，是海外华文媒体需要不断研究的 

课题［3］。

二、海外华文媒体增强海外华侨华人民族文化认

同的理论探讨

（一）海外华文媒体对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影响

海外华文媒体在华人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

华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海外华文媒体为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提

供了一个了解祖国、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通

过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等多种媒介形式，向世

界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文化底蕴及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4］。这不仅增强了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认

同感，也为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提供了交流互动的

平台。

其次，海外华文媒体在塑造华侨华人形象方面发

挥着积极作用。在海外，华侨华人往往受到误解和歧

视。海外华文媒体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展示了华

侨华人勤劳、智慧和友善的品质，有力回击了西方媒

体对华侨华人的污蔑［5］。

再次，海外华文媒体还积极宣传中国政府在国

际事务中的正义立场，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发声。

最后，海外华文媒体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座文化桥梁，海外华文媒体

将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

中华文化，这不仅丰富了华侨华人的精神世界，也为

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海外华文媒体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

作用

海外华文媒体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重要传播者，

其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

和价值。

首先，海外华文媒体通过报道中国的经济、文

化、社会现状，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这些报道不仅全面、准确，而且深入、生动，能够使

海外读者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中国。

其次，海外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也

积极推广中国的现代文化。例如，通过介绍文学、艺

术、电影、音乐等领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品，让海外

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活力。

最后，海外华文媒体还通过报道中国新闻，传播

中国声音。无论是国内的大事小情，还是国际热点问

题，海外华文媒体都会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进行报

道，为海外读者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海外华文媒

体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重要传播者，其通过各种方

式，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感受中国、爱上中国。这

不仅有助于增强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

同感，而且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三、海外华文媒体增强海外华侨华人民族文化认

同的实践路径

（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五千年华夏

文明

海外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方面承担着重

要的使命和责任，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海外华

文媒体可以采取以下实践路径。

其一，弘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海外华文媒

体应当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奋发向上的精神，以及诚信、友善、

仁爱、和谐等价值观念，为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提供有

力支持［6］。

其二，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海外华文媒体应当

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与世界各国的华文媒

体、文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走

出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海外华文媒体应紧

跟时代发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传播方式与手

段，增强传播效果［7］。

其三，海外华文媒体应通过报道春节、中秋节等

中国传统节日，京剧、越剧、黄梅戏等民间艺术，北

京烤鸭、重庆火锅、广东早茶等美食，让海外读者感

受到中国的魅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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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展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优势

海外华文媒体注重从经济、社会、环境、教育等

多个角度全面展示中国的特色和优势，以增强海外读

者对中国的认同［9］。

首先，通过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如高铁、

移动支付、5G 技术、电商等，展示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和社会发展情况［10］。这些报道能让海外读者看到

中国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突破和创新，体现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其次，通过介绍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如社区治

理、智慧城市建设等，展示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能

力和水平。这些报道能让海外读者看到中国在社会治

理上的创新和实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和 

广度［11］。

再次，通过报道中国的环保政策和实践，如绿色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展示中国在环保方面的责任

和担当。这些报道能让海外读者看到中国在环保方面

的决心和行动。

最后，通过介绍中国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如

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等，展示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的

理念和实践［12］。这些报道能让海外读者看到中国在

人才培养上的开放和包容，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

瞻性和创新性。

（三）传播中国立场和观点，提升中国的国际影

响力

海外华文媒体注重从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合

作等角度全面展示中国的实力和贡献，以增强华侨华

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

际影响力［13］。

首先，通过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社会发展

情况，展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这些报道能让海外读者看到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

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

际影响力。

其次，通过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展示中国的独

特魅力和文化自信。这些报道能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

的历史文化底蕴，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再次，通过报道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展

示中国的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14］。这些报道能让

海外读者看到中国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上的成就和

潜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最后，通过报道中国的国际合作和对外援助，展

示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大国担当。这些报道能让海外读

者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提升中

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15］。

四、结语

海外华文媒体系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新一代移

民共享、互动、交流的信息平台，通过“内引与外

联”主动介入文化交流，已成为向国际社会传播中

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的外在力量。

然而，海外华文媒体的外宣功能也面临一些挑战，如

语言和文化差异、政策环境的变化、市场竞争的压力

等。因此，海外华文媒体需向新媒体靠拢转型，积极

应对市场环境变化，不断提升自身外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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