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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70年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怎样“炼”成的？

“家园”，是多年来海外华媒人
对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昵称”，也
是我多年来同华媒人交往相处而
触摸到的他们的共同心声。

由中新社发起举办的世界华
文传媒论坛先后在南京（2001）、长
沙（2003）、武 汉（2005）、成 都
（2007）、上海（2009）、重庆（2011）、
青岛（2013）、贵阳（2015）、福州
（2017）、石家庄（2019）连续成功举
办十届。

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已历
十届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为中新
社进一步创新与海外华媒交流与
合作机制，广泛联系全球华文媒
体，致力于建设世界华文传媒资讯
中心起到重要作用。也获得世界
范围内华文媒体同行广泛和高度
的认可，形成了较高的品牌效应，
并被列入国家级对外传播交流的
重要平台。

本人作为从第一届到第十届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务工作的直
接参与者和亲历者，见证了论坛从
播种、发芽、浇水、施肥、培土、开
花、结果的整个成长过程。

在中新社成立70周年之际，谨
以此文记录“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发展历程中的几个片断。

2000年秋季，加拿大的一位华
文媒体朋友邀请我和同事参加 10
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世界华
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第二届年会。

这个由在加拿大攻读新闻学
博士的一位中国留学生筹备张罗
的“协会”是由美加地区的几十家
华文媒体组成的一个松散性协会，
有美加地区的 30多位华媒人和几
位华文作家一起聚会交流，年会正
式会议仅半天时间。

是次会议结束前当大家谈论
下届年会在何地举行的话题时，我
贸然建议并希望下届会议是否可
以考虑在中国召开。

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份调研报
告，向当时主持中新社日常工作的
郭招金总编辑汇报。经过中新社
社委会研究，我社决定另起炉灶，
自己主办一次华文媒体的国际会
议。

中新社社委会经过反复研究
后形成共识：若要办会就办一个有
一定规模和代表性并颇具规格和
档次的国际会议；社委会决定由我
具体负责筹划此事，社里举全社之
力支持。

经过充分酝酿和广泛征求意
见，我社决定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
坛于 2001年 9月 16—18日在南京
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会期“9·
16—9·18”也是一组非常吉利的数
字，寓意“长长久久”“六六顺”“八
八发”。

2001年9月10日，我和总社一
行工作人员提前到达南京，驻进南
京中山陵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作会
议筹备接待工作的“最后冲刺”。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满
怀信心盼着论坛举办的日子快点
到来时，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
大事。

9月11日深夜11点多，当一天
紧张的工作结束后，我已经躺上
床。突然接到郭招金总编辑从北
京打来的电话：“小夏啊，出大事
了！”

我一阵惊讶：“什么事呀？”郭
招金总编辑说：“美国刚刚发生震
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你考虑
一下，我们这个会还能不能开？要
不要临时取消，延期……”

这晴天霹雳无疑如一记闷棍
重重地打在我头上，当时头“嗡”的
一下被炸蒙，几乎失去知觉，全身
瘫软，气力全无，一想到经过近一
年辛苦筹备的会有可能会流产，便
如万箭穿心。

20多年前，网络不像今天这么
发达。当晚我随即打开房间电视，
看到凤凰卫视滚动播报美国世贸
中心遭恐怖袭击的画面时，心情沉
重。

深夜12点多，我又拿起电话对
郭招金总编辑说，海外代表的机票
都已订好，还有部分代表已提前到
达中国，准备 15号就到南京报到；
南京方面的会务准备也进入倒计
时阶段……郭招金总编辑劝我早
点休息：“晚上你再考虑一下，我们
明天早上再作决定。”

那一夜我思绪万千，翻来覆
去，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把自己的想法
再次告诉了郭招金总编辑，强烈而
又坚定地表示，“9·11”事件对大会
的如期召开虽然有较大影响，但影
响也是有限和可控的，建议会议照
常开，能来多少代表是多少，开弓
没有回头箭。

9月12日上午社里经过反复研
究、评估，最终决定会议还是如期

举行，顿时我凝重的心情轻松了好
多。

由于首届华文传媒论坛是一
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受邀的海外代
表非常珍视参加论坛的机会。遗
憾的是受美国“9·11”恐袭事件影
响，许多航班停飞或缓飞，美国约
有二十多名代表受此影响未能参
会。

但大多数代表并未受此影响，
一些代表在“9·11”之前就离开美
国回大陆探亲访友，更有一些代表
历经艰辛，经过多次转机才来到中
国。

“9·11”恐怖袭击至今已 20多
年了，但至今我还仍然记得有几位
美洲地区的华媒代表为参加首届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而不辞辛劳，跨
越千山万水、奔波五洲四海，绕了
大半个地球，怀着执着、虔诚之心
来参加论坛的感人情景……

美国《世界日报》（旧金山版）
时任总编辑陈裕如先生在“9·11”
后的旧金山时间9月16日，搭乘旧
金山恢复航班后的第一班飞机于
北京时间9月17日赶到台北，在台
北又遇台风滞留一天，18日才转乘
飞机于当日下午15点赶到南京。

为满足陈裕如先生与论坛“见
上一面”的心情，我们工作人员派
车从南京禄口机场直接将他接到
大会会场，而此时论坛已进行到闭
幕式环节。

当长途跋涉坐了 20多个小时
飞机，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满头
大汗一脸疲惫而又面带微笑的陈
裕如先生出现在论坛闭幕式会场
时，全体代表顿时起立，为他鼓掌
致敬并流下感动的眼泪。

另一件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是：
因受“9·11”美国部分航班停飞、延
飞的影响，巴拿马《侨声日报》社时
任社长古文源先生为了按时赶到
南京参会，避道美国而绕道欧洲换
了五趟飞机，用了四天的时间辗转
经过四个国家和地区，绕了半个地
球才到达南京参会。

2001年 9月 16-18日，首届世
界华文传媒论坛如期在南京举行，
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多
家境外媒体的150多人与会。

海外主要华文媒体的代表基
本到齐，且与会者都是华文媒体的
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辑。

在论坛开幕式当天，时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
其琛会见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并发
表重要讲话。

会议开得热烈成功，海外参会
代表非常兴奋。在论坛闭幕式上，
时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兼中国新
闻社社长刘泽彭郑重宣布，两年后
中新社将举办第二届世界华文传
媒论坛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
掌声。

首届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与
会者的高度认可。香港《亚洲周
刊》总编辑邱立本说：“中新社办这
样一个论坛，邀集世界华文媒体，
可说是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彼此交流理念、分享
快乐和辛劳。”

经过近 20 年的淬炼打磨，世
界华文传媒论坛已成为在世界华
文传媒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和信
誉度的精品和品牌工程。

为保持论坛的品牌形象，我社
不断完善和改进论坛的内容和形
式，坚持精益求精、不断打磨、服务
为上、创新引领的理念，使论坛朝

着权威、高端、专业、精品方向发
展，力争做到可被模仿，但无法超
越的境地。

首届论坛在南京举办时，仅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
体的150多名代表参会。

其后参加每届论坛的代表和
国家地区的数目快速增加，到第九
和第十届论坛时，已有来自64个国
家和地区的 430多家媒体的 460位
代表参会，体现出论坛广泛的参与
性、活跃度，以及规模大、参会范围
广、人数多、传媒类别齐全的特点。

历届论坛设置的主题都聚焦
中国发展，服务国家国际传播总体
大局。从第一届到第十届论坛的
主题分别是：

“面对新世纪的华文媒体”
（2001）

“沟通·合作·发展”（2003）
“全球中国热中的海外华文媒

体”(2005)
“ 华 文 媒 体 与 和 谐 世 界 ”

（2007）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海外华文

媒体”（2009）
“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华文媒

体”（2011）
“中国梦——世界变局与华文

媒体的新使命”（2013）
“海外华文媒体 200年——薪

火传承与时代担当”（2015）
“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新发

展”（2017）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华文

媒体的中国故事”（2019）
充分体现出论坛“与时俱进”

的时代发展轨迹。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不仅仅是
一个庄重严肃“高大上”的会议，也
是一个充满温馨和情感的家园。

在论坛的长期打造过程中，我
社时时牢记在将论坛打造成一个
知名的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也用
心赋予它更多人文情怀元素，让论
坛成为海外华媒人的精神家园和
励志“加油站”，希望华文媒体在世
界舆论场的百花园中鲜艳怒放，永
不凋谢。

长期以来，遍布五大洲的华文
媒体同仁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华
文媒体这块土地上，上下求索，对

中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贡献良
多，居功甚伟。

为铭记那些长期在海外为华
文媒体的耕耘而默默奉献的老一
辈华媒人，我们在几届论坛上设计
了“嘉奖”致敬环节。

在第六届论坛上，大会首次设
立“资深华媒人荣誉奖”，并专门举
办颁奖晚会。

会上我社向长期从事华文媒
体事业，从业超过 40年的 9 位海外
华媒代表颁发奖状，对他们长期以
来兢兢业业倾情奉献华媒事业表
示致敬，并希望借此激励华文媒体
新生力量秉承传统，继往开来，推
动海外华文媒体事业薪火相传，代
代相承。

在颁奖晚会上首获殊荣的华
文媒体代表分别作了感人至深的
发言，引起与会代表深切共鸣。泰
国《世界日报》社长黄根和说：“今
天的获奖使我对媒体工作更有责
任感，也让我更热爱这份工作。我
愿以‘一日媒体人，一世媒体人’的
意志，继续在泰国为推动中华文化
的发展，以及为民族融合作贡献。”

有这样一群人：从 2001 年到
2019 年无论他们有多忙，无论他们
此前身处何方，总不负这场“回家”
的约定。

在 2019 年举办的第十届传媒
论坛闭幕仪式上，我们特地设计了
一个特别环节，为近20年来连续10
届参加论坛的 12位海外华媒代表
颁发“老十届”特别致敬奖。

“老十届”特别致敬奖在华媒
代表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
无形中增加了中新社同论坛及海
外华媒之间的黏性。

日本《中文导报》社长杨文凯
表示：“作为华媒的一员，我始终抱
着学习的态度参与历届论坛，我有
幸参加了十届论坛，能成为华文传
媒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有荣
焉。”

已八十多岁的美国《华府新闻
报》主编徐崇民先生用“十全十
美”来总结自己参与历届论坛的
感受：“从第一届论坛到第十届
论坛，每届论坛的主题均契合中
国当下的发展和全体华文媒体的
发展趋势，为海外华文媒体打开
了一扇近距离了解中国的观察之
门。”（作者/夏春平 - 中新社原副
社长、副总编辑 ）

““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六六顺六六顺””

““99··1616””遭遇遭遇““99··1111””

世界华文媒体的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武林大会””

牵手世界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见证时代

精神家园和励志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加油站””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

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于于20012001年年99月月1616日在南京召开日在南京召开

2017年，我曾在由海外华媒人参与的“我与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征文
活动后结集出版的《家园》一书的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回家的路途是最美的诗行。
我们定期聚首：南京、长沙、武汉、成都、上海、重庆、青岛、贵阳、福州

……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每两年如期而至。
论坛是我们华媒人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奔波再远也要赶赴的盛会，是

忙碌纷扰中不曾忘记的约定，是新朋故友欢笑畅叙的节日，是故乡的一声
召唤和心中的一份企盼。”

共有共有1212位海外华媒代表位海外华媒代表，，连续十届都前来参会连续十届都前来参会。（。（韩海丹摄韩海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