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 南 亚 华 文 日 报 ―― 
 海 外 华 人 研 究 的 资 料 宝 库 

 
 崔 贵 强 

新加坡华裔館 
 

 前 言 
 
      东 南 亚 华 文 报 业 滥 殇 于 1881 年 新 加 坡 出 版 的《 叻 报》，源远流长。   
随 着 时 光 的 流 逝 与 局 势 的 发 展( 如 华 南 移 民 潮 的 涌 入、东南亚工商业的

日 趋 繁 荣，以 及 海 内 外 政 治 形 势 的 变 迁 等 等), 在 一 百多 年 的 悠 悠 岁 月
里，除了日治时期与 战 后 某 些 特 定 国 家 横 遭 当 政 者 的 摧 残 外，华 文 报 业  
基 本 上 是 呈 现 向 上 向 善 的 发 展 趋 势。 

 
 时 至今 日， 东 南 亚 的 华 文 日 报 蓬 勃 一 时， 可 谓  满 园 春 色， 姹 紫 嫣  
红，争妍斗丽。其中 有 些 华 文 报 纸 的 营 运，资 金 雄 厚，规 模 宏 大，人 才 济  
济，销数 量 庞 大，拥 有 广 大 的 读 者 群。报 纸 的 内 容 与 形 式，已 达 致 现 代  
化。多 半 的 东 南 亚 华 文 报，篇 幅 多，内 容 丰 富，多 姿 多 彩， 它 们 一 般 上  
都 能  体 现 现 代 报 纸 的 功 能， 即 1. 传 播 信 息， 沟 通 人 际 关 系；2.  宣 传 思  
想， 影 响 群 众; 3. 反 映 人 民 心 声， 引 发 社 会 舆 论；4.  传 授 知 识 与 提 供 娱  
乐。不过东南 亚 华 文 报 还 具 有 一 些 特 色，即 通 过 新 闻 的 报 导 与 评 论，以  
及副刊的各类文字，反 映 了 各 地 区 华 人 的 中 国 意 识 与 居 留 国 的 意 识， 使  
我们能了解海 外 海 外 华 人 的 意 识 形 态；此 外，报 章 更 毅 然 肩 负 起 传 承 中  
华 文 化 的 使 命，从 而 不 惜 连 篇 累 牍 地 报 导与 评 述 华 社 、华 教 的 动 态 以  
及 华  人 的 风 俗 民 情，并 大 力 予 以 赞 助 、支 持 与 颂 扬，因 而 提 供 了 大 量   
有 关 海 外 华 人 的 资 料， 形 成 了 研 究 海 外 华 人 的  资 料 宝 库。 
 

 华 文 日 报 现 状 
   

兹 将 东 南 亚 五 国( 新 加 坡、马 来 西 亚、 泰 国、 印 尼 与 菲 律 宾) 的 华  
文主 流 日 报 简 述 如 下，至 于 东 南 亚 其 他 国 家 如 越 南、缅 甸、柬 埔 寨的华  
文 报 量 少 质 差， 不 足 登 大 雅 之 堂， 不 赘 述。 
 
 一、新 加 坡 3 家 ： 联 合 早 报、 联 合 晚 报 与 新 明 日 报。 

 
 《 联 合 早 报》 ( 此 后 简 称《 早 报》)是 新 加 坡 的 主 流 日 报。 它 是 由  
老字 号 的《 南 洋 商 报》(1923 年 创 刊) 与《 星 洲 日 报》(1929 年 创 刊) 合 并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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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于 1983 年 3 月 16 日 问 世。它 是 附 属  于 报 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麾下的 华  
文 报。该 公 司 是 一 家 财 雄 势 大 的 集 团，营 业 多元化，除了经营华、 英、 巫  
报 业 外， 也 从 事 出 版、 印 刷 及 旅 游 等 业， 每 年 盈 利 丰 厚。 
 
 《 早 报》早 已 采 用 简 体 字，全 面 横 排，从 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来，即 已  
进 入 电 脑 化，由 于 资 金 雄 厚，设 备 先 进，报 纸 日 趋 完 善，文 字 清 晰， 图  
片 艳 丽， 版 面 美 观， 在 这 方 面， 堪 称 独 步 东 南 亚 华 文 报 坛。 

 
 早 期 的《  早 报》 篇 幅 多， 平 日 出 版 的 报 纸， 多  达 66 版(33 张)  至 82  
版(41 张)。 但 近 年 来  明 显 地 缩 水 了。 这 大 概  是 由 于 经 济 不 景。  商 情 冷  
淡， 商 家 少  登 广 告 所 致。 
 
 《早 报》的 内 容 可 谓 多 姿 多 彩。大凡现 代 报 纸 所 具 备 的 新 闻 报 导、  
新闻评 论、专 论、特 写 与 副 刊，《早 报》都 具 备 了，而 且 做 得 颇 出 色。 其  
国 际 新 闻 来 源 除 了 采 用 美 联 社、路 透 社、法 新 社、合 众 社 、新华通 讯 社 
及中 国 新 闻 社  所 提 供 的 资 料 外，也 有 各 地 特 派 员、通 讯 员 及 特 约 撰 稿  
人 传 来 的 资 料。原 来《 早 报》 的 高 层 负 责 人 认 为：“西方传 播 媒 介 向 来  
站 在 西 方 人 的 立 场 看 东 方 人 的 事 务，不 但 表 面 化，有时还带 有 偏 见”。  
因此《早 报》曾 先 后 在 中 国 的 北 京、上 海、香 港 与 广 州 等 地 设 立 特 派 员  
与 办 事 处 ；同 时 也 在 亚 洲 其 他 大 城 市 如 台 北、东 京、曼 谷、马尼拉 及 雅  
加 达 等 地 聘 请 通 讯 员 与 特 约 撰 稿 人，提 供 最 新 与 最 详 尽的材料，让读者  
分 享，这也是《早 报》的 特 色 之 一。至 于 国 内 的 新 闻，《早 报》 也 有 一 批  
干 劲 十 足，通 晓 双 语 的 年 轻 男 女 记 者，负 责 采 访 专 线 新 闻，经编辑剪 裁  
修 饰 后 见 报。 
 

《早 报》的 新 闻 评 论 包 括 社 论、 政 论、专 论 及 特 写 等， 也 值 得 一  
提。尤 其 是“ 天 下 事” 的 专 论，大 都 是 较 严 肃 的 大 块 文 章，论 析世 界 当  
前发生的大事，执 笔 者  遍 及 全 球 各 大 城 市，有 的 是 报 社 特 约 的。 它 们 当  
中，有大 学 教 授、研究 所 主 任 或  研 究 员、自 由 撰 稿 人 及 老 报 人。就 各 专  
题议 论 纵 横，条分 缕 析，深受 国 内 外 读 者 的 欢 迎，吸 引 了 众 多 电 子 版 读 
者 的 浏 览。 
 
 《早 报》的副 刊 内 容 也 是 多 样 化 的。有的是以文 艺 为 主 的，包 括 杂  
文、散文、小说、诗歌、文艺批 评、  文 史 小 品 等 等， 作 者 有 本 地 作 家 或 报  
社记者，香 港 亦 舒 的 言 情 小 说、蔡 澜 的 谈 饮 食 与 旅 游 的 文 字，与历 久 不  
衰的金庸 武 侠 小 说，都拥有 广 大 读 者。其 他  还 有 专 题 性 副 刊， 包 括 专 谈  
妇女与家庭、健 康 与 医 药、科 学 与 技 术、 财 政 与 经 济 以 及 影 艺 与 体 育 等  
等， 不 一 而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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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早 报》的 内 容 多 样 化 ，雅 俗 共 赏，但 有人 却 批 评 它 对 国 内 问  
题 评 论 的 文 字，失之偏颇，给人有“ 一 言 堂” 的 感 觉。它 只 是 独 沽 一 味，  
却忽视了另一 类 不 同 的 声 音。纵使 偶 尔 发 表 一 些 异 议 人 士 的 言 论， 也 多  
是负面的报 导 与 评 论。 报 纸 的 基 本 任 务 之 一 是  下 情 上 达，  有 人 则 表 示 
《早 报》在反映人民 的 心 声 方 面， 不 能 仗 义  执 言， 为 民 请 命， 而 啧 有 怨  
言。 
 
 自 1983 年 创 刊 以 来，《早 报》的销 数 蒸 蒸 日 上，  至 1994 年 更 达 致 巅  
峰，突破 20 万份，星期天更达 22 万 余 份。 但 此 后 则 徐 徐 下 降。《 早 报》 销  
数的缩减，标志了年 长 的 华 文 报 读 者 的 老 成 凋 谢， 而 年 轻 的 华 人 子 弟 对  
华文缺少兴趣。不喜欢或 看 不 懂 华 文 报， 造 成《 早 报》 日 趋 下 游。 近 些 年  
来，由于新 移 民 的 涌 入，为 华 文 报 读 者 注 入 了 一 批 新 血，有助 于 维 系 华  
文 报 的 新 生 命 力。另一 方 面，《早 报》也 拜 电 子 版 之 赐，增 加 了千千万万

的 海 外 读 者。据估计，1997 年 11 月 份，《 早 报》 电 子 版 的 读 者 多 达 1,320  
万 人 次， 读 者 遍 布 全 球， 其 中 尤 以 中 国 与 北 美 的 居 多 。 
 
 《 联 合 晚 报》 创 立 于 1983 年 3 月 16 日， 与《 早 报》 同 时 诞 生， 也 同  
属于 报 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所 管 辖。初期重 点 在 于 趣 味的 社 会 新 闻，也有 专  
题 的 大 特 写，推 出一 系 列 有 关  历 史 文 物、民俗民生、旅 游 风 情 与 奇 人 奇  
事 的 大 块 文 章，后 来 还 辑 录 成 册，出版专书。该 报一 开 始 即 特 别 重 视  影  
视 与 副 刊， 以 吸 引 读 者， 打 开 市 场。 
 
 创刊多年来，《晚 报》 一 直 是 一 份 健 康 益 智 的 报 纸。 但 进 入  九 十 年  
代以 后，它 逐 渐 改 变 报 纸 的风 格，大 事 渲 染 男 女 情 欲 横 流与 畸 形恋 情。  
不 过仍 然 给 读 者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娱 乐 资 讯，其“ 海 德 公 园” 特刊，也刊 登  
了 一 些 杂 文 与 随 笔 的 短 文， 充 实 读 者 的 精 神 粮 食。 
 
 至于《新 明 日 报》，则是由 武 侠 小 说 大 师 金 庸 及 当 地 企 业 家 梁 润 之  
合 股 创 办，一开 始 就 以 社 会 趣 闻 与 武 侠 小 说 争 取 读 者 的 青 睐， 相 当 成 
功。八十年 代 为 海 峡 时 报 集 团 收 购；到 1990 年，又 辗 转 落 入 报 业 控 股 有  
限公 司 手 中。大 概 是 为 了 与《晚报》争 取 读 者，《新明》也 开 始 走 小 报 路  
线，大 事 渲 染 诲 淫 诲 盗 的男 女 色 欲 新 闻。同时，《新明》也 重 视 体 育 与  
影艺 新 闻。其“非常话题”一版 所 刊 载 的 专 题 与 短 评，有助 于 读 者 开 拓 视  
野。 副 刊 内 容 多 样 化， 尤 以 趣 味 小 品、 武 侠  及 言 情 小 说 等 等。 

 
 

 3



二、马 来 西 亚 16 家，计 A. 西 马 ( 马 来 半 岛) 5 家 ：星 洲 日 报、 南 洋 商  
报、 中 国 报、 光 华 日 报 、光 明 日 报 与 东 方 日 报 。B. 东 马 10 家， 
即 砂 拉 越 5 家：中 华 日 报、 诗 华 日 报、 国 际 日 报、 美 里 日 报 及 
星 洲 日 报。 沙 巴 5 家： 亚 洲 时 报、 华 侨 日 报、 自 由 日 报、 晨 报 
与 沙 巴 日 报。 

 
 先  依 序 简 介 西 马 的 6 家 华 文 日 报 如 下： 

           
 《 光 华 日 报》 是 1910 年 孙 中 山 等 人 在 槟 城 创 立 的， 是 环 球 历 史 最  
悠 久的 华 文 报 之 一。近 百 年 来 历 尽 沧 桑，今日 已 誉 满 北 马 ，拥 有 7 万 多  
份 的 销 数。  

       
 《 星 洲 日 报》 原 是 胡 文 虎 于 1929 年 在 新 加 坡 创 办 的 报 纸。1957 年 
马 来 亚 独 立 后， 逐 渐 转 移 到 马 国 的 吉 隆 坡 来。后 来 几 经 转 手，于 1987 
年为张晓卿所 收 购。张氏 是 常 青 集 团 主 席， 财 雄 势 大， 他 也 收 购 了 香 港 
的《明报》 与《亚 洲 周 刊》，《星 洲 日 报》 嗣 后 更 把 地 盘 伸 展 到 东 马 的 
砂 拉 越、 印尼西婆的坤 甸 以 及 柬 埔 寨 的 金 边， 在 各 该 地 设 厂 办 报。今 天 
吉 隆 坡 的《星洲日报》， 规 模 宏 大，设 备 完 善， 已 全 部 电 脑 化。日 销 约
28 万 份， 是 全 马 首 届 一 指 的 大 报。 

 
 《南洋商报》 是 陈 嘉 庚 于 1923 年 在 新 加 坡 创 立 的。1957 年 马 来 亚 独  
立 后，《商报》 的 部 分 业 务 移 往 马 国。1965 年 新 马 分 家 后，《商报》加 速  
了 马 来 亚 化。迨 至 九 十 年 代 初，以 郭 令  灿 为 首 的 丰 隆 集 团 收 购 了《 商  
报》的 大 部 分 股 权，业 务 平 稳，销 数 约 19 万 份。 到 了 2001 年 中， 马 华 公  
会 竟 要 接 手《商报》， 华 社 人 士 深 恐 《商报》一 旦 易 手 后，  将 沦 为 政 党  
工 具， 群 起 抗 议， 但 却 无 法 挽 狂 澜 于 既 倒。 
 
 《中 国 报》 在 1946 年 创 刊 于 吉 隆 坡。原 来 是 拥 护 中 国 国 民 党 的 喉  
舌，立 场 保 守，不 为 读 者 欢 迎。马来 亚 独 立后，该 报 逐 渐改 变 立场， 但始  
终 无 法 起 死 回 生。 一 度 因 财 务 困 窘 而 停 刊。 几 经 易 手 后，较 有 起 色。 
九 十 年 代 初 与《 商 报 》 同 时 被 丰 隆 集 团 买 下。复 于 2001 年 转 手 给 马 华
集 团。《 中 国 报》 的 业 务 稳 固， 销 数 约 大 13 万 份。 
 
 《光明日报》 于 1987 年 在 槟 城 诞 生。 由 于 缺 乏 资 金， 人 谋 不 臧，无  
法 打 开 销 路，陷 于 困 境。1992 年，为 张 晓 卿 所 收 购，成 为 《星 洲日报》的  
姐 妹 报。 主 要 市 场 局 限 于 北 马。 
 
 《东方日报》 是新崛起的一支生力军， 创刊于 2003 年元旦，它是由砂拉越

启德行集团投资经营的。社长是刘会干，总编辑潘友来，其他编辑人员多由其他报

社跳槽过来。该报历史虽短浅，却具备了主流报纸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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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马 的 6 家 华 文 日 报，竞 争 激 烈，各 出 奇 招，以 期 招 揽 读 者，增加

销数，树 立 声 誉。扩 大 篇 幅，充 实 内 容，延 揽 专 才，利 用 电 脑 科 技，力求

版 面 美 观，文 字 清 晰，图 片 艳 丽。尤 其 是 星 期 天 的 报 纸，报 社 更 给读 者  
沉 甸 甸 的一大叠报纸，内中 包 涵 了 各 类  精 神 粮 食，让 读 者 浸 淫 在 欢 愉 的  
氛 围 中，  渡 过 一 个 悠 闲 的 星 期 天。 
 
 西 马 各 华 文 报 的 内 容，堪 称 完 备。 有 关 现 代 报 纸 基 本 的 内 容： 新     
闻 报 导、新 闻 评 论、财 经 商 情、影 视  趣 闻、体 育 竞 赛 及 副 刊 等 等，无 不  
具 备， 而 且 各  具 特 色。 
 
 各报的 国 际 新 闻 ，主 要 依 靠 世 界 各 著 名 通 讯 社 所 提 供 的 资 讯。至  
于 国 内 新 闻 与 地 方 新 闻，就 须 仰 赖 记 者 的 采 访。 因 此， 记 者 素 质 的 优  
劣，学识 与 经 验 的 是 否 丰 富，决定 了 所 提 供 的 新 闻 价 值。但各 报 都 达 致  
一个 共 识，那 就 是 重 视 地 方 新 闻 的 采 访。因 此 各 地 方( 州) 发 行 的 报 纸，

都 特 别 加 强 各 该 地 的 新 闻 报 导，  以 吸 引 各 该 地 的 读 者。 
 

 新 闻 评 论 的 文 体， 概 括 而 言 有 社 论( 社 评) 、 短 评、 专 栏 特 写 及 专  
题 论 文 等 等。 除《中 国 报》以 外，各 报 都 有 社 论。 它 们大 多 以 国 内 的 政  
治、经 济、社 会、教 育、交 通、法 律 及 民 生 等 为 议 题。 社论文字 大 多 言 之  
有 物， 针贬时弊， 发 挥 了 一 定 的 舆 论 力 量。《中国报》虽 不 设 社 论，却 设  
有 短 评 一 栏， 利 用 尖 酸 刻 薄 的 文 字， 明 讽 暗 喻， 教 恶 人 无 所 遁 形。 

 
 西 马 主 流 华 文 报 另 一 特 色 是：园 地 公 开，让 自 由 撰 稿 人 及 异 议 人  
士自由 发 挥 意 见，使报 纸 更 能 成 为 社 会 的公器，蔚 为 制 衡 政 府 与 鞭 挞 社  
会 的 工 具。自 由 撰 稿 人 包 括 一 些 专 业 人 士、学者及文 化 工 作 者，异 议 人  
士包 括 一 些 反 对 党 领袖，他 们 敢 怒 敢 言，不平 则 鸣，使 报 界 呈 现 了 百 鸟  
争 鸣、百 花 齐 放 的 景 象。可 惜 自 从 马 华 公 会 接 收 了《商报》与《中国报》  
后， 自 由 撰 稿 人 的 文 字 逐 渐 消 失， 往 昔 的 辉 煌 已 黯 然 失 色 了。 

 
 至 于 东 马 的 华 文 报，多 是 地 方 性 的 报 纸。资金 少，规 模 小，人 才 不  
足，报 人 薪 金 低 微，除了《星洲日报》销数 较 广 外， 其 他 报 纸 的 销 数 介 于  
一万数千份 与 数 千 份 之 间，有 的 还 处 于 亏 蚀 状 态。报 纸 的 内 容 单 薄， 主  
要 是 刊 登 地 方 性 的 新 闻。 除 了 社 论 外， 少 评 论 特 稿， 乏 善 可 陈。 
 
 三、泰国华文报 6 家，即：京 华 中 原 联 合 日 报、新 中 原 报、星 暹日报、 

       中 华 日 报、 亚 洲 日 报 与 世 界 日 报。 
 
 6 家 报 社中，除了《世界日报》 是 附 属  于 台 北《 联 合 报》 报 系 之 外，    
其 他 的 报 纸 有 的 是 家 族 企 业(如《星 暹 日 报》与《亚洲日 报》) ，有 的 是 由  
财 团 支 撑。 
 
 由 于 华 文 教 育 过 去 长 期 间 备 受 摧 残，四十岁 以 下 的 泰 籍 华 人 都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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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备 阅 读 华 文 报 的 能 力，因此 华 文 报 读 者 大 都 局 限 于 年长的一代。读 者  
少，缺 乏 商 家 刊 登 广 告，影 响 了 报 纸 的 销 售 量，财政上能 平 衡 的 已 是 万  
幸。有 些 报 纸 还 长 年 陷 于 亏 蚀 困 境，苦 苦 支 撑。幸 好 近 年 来 由于中国 的  
崛 起 ，中 泰 关 系 的 日 趋 紧 密 ，以 及 台 商 的 踊 跃 投 资，再 加 上 泰 国 政 府  
的 改 弦 易 辙，使 泰 国 的 华 文 教 育 如 枯 木 逢 春，蓬 勃 一 时，给华文报 读 者  
注 入 了 一 批 新 血， 维 系 了 华 文 报 的 生 命 力。 

 
尽 管 泰 国 华 文 报 的 处 境 维 艰，报 人 待 遇 微 薄，有 些 报 人 甚 至 要 打 

两 份 工 才 能 维 持 生 活， 但 老 板 与 员 工 似 乎 都 把 办 报 视 为 一 种 时 代 使 
命，努 力 把 报 纸 办 好， 以 为 读 者 服 务， 争 取 读 者 的 青 睐。 

 
泰 国 华 文 报 的 内 容 大 致 上 都 算 不 错 的。 一  般 报 纸 具 备 了 国 际 新  

闻 、国 内 新 闻 与 地 方 新 闻、经 济 商 情 报 导、新 闻 评 论、专 栏 特 写、体 育  
影 艺 资 讯、以 及 各 类 副 刊 等 等。尤 其 是 对  大 陆 中 国 的 态 势 、华 社 与 华  
教 的 动 态 以 及 中 华 文 化 的 传 承 等 报 导 与 评 论，更是不遗余力。关 于 这 些  
方 面，  我 们将再进 一 步 论 述。 

 
四、印 尼 的 华 文 报 有 10 家，即 ：和 平 日 报、印 度 尼 西 亚 商 报、千 岛  

日 报、国 际 日 报、世 界 日 报、印 度 尼 西 亚 日 报、诚 报、坤 甸 日 
报、印度尼西 亚 广 告 日 报 及 华 商 报。 

 
自 1965 年“九 卅 政 变” 至 1998 年 5 月 苏 哈 多 倒 台 的 30 多 年 间，印 尼  

的 华 文 报 惨 遭 封 杀，除了 1966 年 御 批 出 版 的《 印 度 尼 西 亚 日 报》外，华  
文 报 无 一 幸 存。直 至 1999 年 瓦 希 德  上 台 执 政 后 的约 两 年 间，华文报竟接  
二 连 三、如 雨 后 春 笋 般 冒 起。在 诸 多 报 纸 中，固 然 有以 盈 利 为 目 的的，  
但 有 些 报 纸 的 创 办，却负有更重大的 使 命， 希 望  通 过 舆 论 的 力 量， 能 吐 
露 印 尼 华 族 的 心 声，争 取 华 族 的 平 等 地 位，并使印华融入 成 为 国 内 的 族  
群，  中 华 文 化 成 为 印 尼 文 化 的 一 环， 从 而 促 进 各 族 间 的 和 谐 关 系。 

 
印 尼 的 华 文 报 的 境 遇 不 妙，面 临 的 困 窘 是 资 金 短 绌，设备简陋，报  

人 的 待 遇 低 落，无 法 吸 收 好 的 人 才，致使报社 人 才 凋 零，在 在 影 响 到 内  
容 的 素 质。更遭的是，经 过 了 30 多 年 来 华 文 教 育 的 断 层，读 者 群 原 来 就  
不多，而多家 华 文 报 的 同 时 存 在 与 竞 争，更 减 少 了 报 纸 的 销 售 额。而 除  
了 华 人 的 红 白 事 外，很 少 商 家 愿 意 刊 登 广 告，加剧了 财 政 的 困 难。大多  
数 报 纸 都 处 于 亏 蚀 状 态，苦 苦支撑，岌 岌 可 危，有 些 被 迫 关 门 大 吉。 如 
泗 水 的《龙 阳日报》， 开 张 了 一 年 半， 由 于 经 营不善， 亏 蚀 累 累，只好收  
盘。但正所 谓“ 有人 辞 官 归 故 里，有人 漏 夜 赶 科 场”，泗 水 的 另 一 家《诚 
报》  又 接 踵 而 出。 

 
印 尼 的 华 文 报 良 莠 不 齐。有 些 财 力 较 雄 厚、设 备 较 完 善，人才较充  

足 的 报 社，所 办 的 报 纸 较 具 出 色，如《国际日报》与《世 界 日 报》 就 是 一  
例。《国际》的 内 容 包 括 ：国 际 与 本 国 新 闻、海 峡 两 岸、亚 太 动 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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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经、华 社 新 闻 及 副 刊 等 等。其 信 息 来 源，复 获 得 美 国《国际日报》通过  
电 子 网 供 应，既快捷又 详 尽。其 新 闻 评 论 中 的 社 论 与 专 论，颇有份量。而 
对 华 社 的 历 史 与 现 状，及 华 教 的 蓬 勃 兴 起 ，常有 连 篇 累 牍 的 报 导 与 评    
论。《世界日报》是台 北《联合报》属下 的 报 纸， 由 于《 联 合 报》 网 络 遍 布  
全 球，因此印尼的《 世 界 日 报》自 称“ 新 闻 快 速，与台湾 联 合 报 系 同 步 刊  
出”。又说其“国际 新 闻、中 国 新 闻、台 湾 新 闻 和 印 尼 新 闻 平 衡 报 导，尤  
其 重 视 印 尼 政 治、 经 贸、 社 团 社 会 新 闻 报 导”。 

 
五、菲 律 宾 华 文  日 报 有 如 下 4 家 ：商报、世界日报、联合日 报 与 菲  
        华 日 报。 
 

四 家 华 文 报 的 规 模 不 大，资金 不 多，主要靠 财 团 或 资 本 家挹 注。 由  
于财力 有 限， 因 此 设 备 有 欠 完 善，报 人 薪 酬 低，过 去 二 十 多 年 来，政 府
极 力 推 行 华 校 菲 化 制，减 少 华 文 教 学  钟 点，导 致 学 生 华 文 程 度 低 落，

华 校 生也 日 渐 凋 零，华 文 报 读 者 跟 着 稀 少，报 纸 销 售 额 呆 滞，幸 好近年

来 涌 入 了大 批 大 陆 及 港台 新 移 民， 使 销 售 量 得 以 维 持 不 坠。 而 商 家 刊 
登 广 告 不 多，  办 报 都 不 赚 钱， 能 维 持 收 支 平 衡 已 属 不 易。 

 
几 家 报 纸 的 运 作，还 得 靠 一 些 老 报 人 及 文 化 人 支 撑。幸 好 有 新 移  

民 文 化 人 的 助 阵，或 加 强 报 社 阵 营，或给 报 社 写 稿，使报纸 的 内 容 得 以  
维 持  一 定 的 水 平， 其 中 以《 商 报》 与《 世 界 日 报》 较 为 凸  显。 

 
《商报》的内 容 包 括 本 国 新 闻、国 际 新 闻、中 国 新 闻 、港台新 闻、侨  

团 新 闻、 经 贸 新 闻、时 事 述 评( 社论)、侨 乡、体 育与 娱 乐 及 各 类 副 刊等。 
时 事 评 述 的 文 章 主 要 由 总 编 辑 于 长 庚 执 笔，值得 一 读。另有每 日一 大版  
的“大众论坛”，容纳 了 长 短 不 一 的 杂 文，多以评 论 当 前 的 政 治 与 社 会为  
主 题， 颇 受 读 者 欢 迎。 

 
《世界日报》也 有 较 丰 富 的 内 容。社 论 不 多，每 月只 有 五、六 篇。 办  

 得 较 出 色 的，是 副 刊“世界广场”，它 成 了“ 百 花 园、 百 家 言” 的 园地。  
刊 登 的 多 是 短 小 精 悍 的 文 章，其 中 以 时 评 及 政 论 的 文字居多。其他的 杂  
文、小 品 随 笔 或 散 文 等 作 品，涉 及 的 范 围 包 括 生 活、爱情、学习、文艺、  
教 育、 文 化 及 社 会 等 问 题 。 

 
 海 外 华 人 研 究 的 资 料 宝 库 

 
那么，华 文 日 报 何 以 能 成 为 海 外 华 人 研 究 的 资 料 宝 库，学者又可以    

从 中 取 得 什 么 滋 养 呢 ？ 
 

日报每 天 基 本 上 都 有 出 版( 不 过 有 些 报 纸 星 期 天 休 刊),  篇 幅 多，内 
容 推 陈 出 新，日 积 月 累，假 以 时 日，蔚 为 巨 帙，其 资 料 之 丰 富， 不 言 而  
喻。新 闻、评 论、特 写、专 论与 副 刊，都 是 取 之 不 尽 的 宝 藏，端 赖 学 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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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心 爬 梳 与 勾 勒， 吸 取 所 需 的 资 料。 兹 举 其 荦 荦 大 者 叙 述 如 下 ： 
 

一、居 留 地 华 人 的 本 土 意 识 
 

鉴 于 中 国 与 东 南 亚 政 治 局 势 的 变 迁，华 人 为 了 长 远 在 居留国 生 存  
与发展，绝 大 部 分 已 经 落 地 生 根、政 治 认 同 于 居 留 国，入 籍 成 为 当 地公  
民。华人 也 意 识 到，为 了 与 其 他 族 群 和 谐 共 处，共 存 共 荣，华人的融入主  
流 社 会，是 不 可 避 免 的 事。这 种 本 土 意 识 的 流 露，往往出 现 在 华 文 报的  
遣 词 用 句 上。最明显的是，它 们 都 称 居 留 国 为“ 我国”，这与 战 前 的 华 文  
报以“ 我国” 或“ 祖国” 来 称 呼 祖 籍 国(中国) 是 大 异 其 趣 的， 这 也 反映 了  
海 外 华 人 政 治  认 同 取 向 的 差 异。 

 
华 人(包 括 报 人) 既 以 居 留 国 国 民 自 居， 当 以 维 护 本 土 的 利 益 为 依  

归，一旦本 国 与 他 国 有了 利 益  矛 盾，发 生 摩 擦 与 冲 突 时，本 国 的 媒 介载  
体便 挺 身 而 出，为 维 护 国 家 的 尊 严 与 利 益 而 辩 护。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就 是 一 个 例 子。《早报》是一份 什 么 性 质 的 报 纸 呢 ？它夫子自 道 ：“作 为  
一 份 全 国 性 报 章 ， 维 护 国 家 社 会 利 益” 是 它 的 基 本 任 务 之 一。 

 
新 马 两 国 一 衣 带 水， 唇 齿 相 依， 但 自 1965 年 新 马 分 家 以 后， 两 国   

即 不 时 发 生 诸 多 争 端，其 中 以 水 供 问 题 最 为 棘 手。 原 来 新 加 坡 地 小人  
稠，须 赖 马 国 水 源 供 应。据 1961 年及 1962 年的 水 供 协 定， 马 国 以 1,000 加  
仑(540 公升)马 币 3 分 的 原 水( 未 经 过 滤 水) 卖 给 新 加 坡， 并 规 定 25 年 后 可  
再 议 定 水 价。 但 到 了 1986 年 与 1987 年  时， 马 国 政 府 并 无 加 价。 到 了 今  
天，马 国 政 府 大 表 不 满，怨 恨 水 供 协 定 不 公 平，要求加价。两国曾 几 度开  
会 商 讨。在 谈 判 过 程 中，马 方 盛 气 凌 人，出 尔 反 尔，提 出 大幅度加价，并 
声 称 要 从 1986 年起追算。《联 合 早 报》 为 了 维 护 国 家 的 尊 严 与 利 益， 通 
过 了 新 闻 评 论、特 写 与 专 论，痛 斥 马 方 的 傲 慢 与 骄 横，反 复 无 常，罔顾  
法 律 的 依 据，擅 自 破 坏 国 际 协 定，如 无 法 突 破 谈 判 僵 局，不 反 对移交国  
际法庭 来 裁 决。至 于 马 国 的 华 文 媒 体，也 反 唇 相 讥，认 为 新 加 坡 对 谈判 
“ 不 认 真、  无 诚 意”， 没 有 估 计 马 国 的 感 受。 

 
多 年 来，种 族 关 系 问 题 是 华 族 的 一 个 历 史 包 袱，直 至 今 天 还 是 个  

挥之 不 去 的 恶 梦。印 尼 的 问 题 最 严 重，排 华 浪 潮 此 起 彼 伏，不 绝 如缕。 
菲 律 宾 也 潜 伏 着 危 机，问 题 亟待 解 决。 马 来 西 亚 的 种 族 关 系 也 教 人 担  
忧，如 处 理 不当，将 成 野 火 燎 原，不 过 政 府 不 许 公 开 讨 论 种 族 问 题。因  
此，华族如何融入 当 地 主 流 社 会，便 成 为 印 尼 与 菲 律 宾 华 文 报 热 烈 讨 论  
的 课 题。 

 
印 尼 的 华 文 报 章，涉 及 华 族 融 入 主 流 社 会 的 文 章，比比皆是，信 手  

拈 来 ，如 余 麦 风 的“华族 应 积 极 融 入 主 流 社 会”(《千岛日 报》，2001.8.15) 
；  余 麦 风，“ 参 政 是 华 人 融 入 主 流 社 会 的 最 佳 途 径”(《 国 际 日 报》， 
2002,1.10);叶 鹏 飞 的“ 海 外 华 人 与 新 黄 祸 论”(《千岛日报》， 2001.7.2)；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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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中，“ 印 尼 华 人  之 定 位 及 其 衍 生 的 一 些 问 题， 上、 下”，(《 国 际 日  
报》，2002.1.11 & 12) 等 等。 

 
菲 华 日 报 涉 及 这 方 面 的 文 章 有：庄子 明 的“ 中 华 文 化 融 入 主 流 社  

会”， (《世界 日报》， 2001.9.21)； 李 荣 美 的 “ 华 裔 族 群 应 该 溶 入 菲 主 流  
社会”(《商报》,2001.1.12) ；涂一般，“ 商 总 应 赶 上 融 合 列 车”，《商报》， 
2001.3.26) 及 江 一 涯的“ 融 合 已 成， 认 同 在 即”(《商 报》，2001.6.9) 等 篇。 
 

二、中 国 意 识 的 流 露 
 

另 一 方 面，华 文 报 章 也 流 露 了 浓 烈 的 中 国 意 识。报人(尤 其 是 上 了  
年纪者)并 没 有 忘 怀 祖 籍 国，笔 下 常 流 露 出 对 中 国 的 眷 恋，目睹中 国 国际  
地位的提升， 经 济 的 强 势 发 展，人民 生 活 的  好 转， 及 城 乡 建 设 的 改 善，  
不禁 欢 欣 鼓舞，由衷 赞 叹。它们也 高 呼 反 台 独、促 进 中 国 的 统 一。对 霸权  
国 张 牙 舞 爪，横 行 霸 道，要 胁 或 欺 压 中 国，华 文 报 便 路 见 不 平，发出 怒  
吼，严 加 挞 伐。这 种 中 国 情 意 的 流 露，以 泰 国 及 菲 律 宾 的 华 文 报最为露 
骨，印尼华文报次之，新马的 华 文 报 虽 然 非 常 关 注 中 国 事 态 的 发 展，不 过  
报 人 较 能 作 持 平 之 论，遣 词 用 句 比 较 理 性，中 国 意 识 及 色 彩 也 较 为 淡  
薄。 

 
实 际上，东 南 亚 华 人( 尤 其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年 轻 人)  大 多 已 入 籍 居 留  

国，认同于 当 地 政 治，甚至 效 忠 于 当 地政府，持有浓 烈 中 国 意 识 的， 大 多  
是一些年老 的 华 人 以 及 新 近 的 移 民，类 似 上 述 倾 向 中 国 情 意 的 华人，只 
是代表 少 数 人 的 情 意，正 如 菲 律 宾 洪 玉 华 女 士 指 出 ：这 些 (倾向中国的报 
导)所 塑 造 的 菲 华 社 会，依然 保 留 了 相 当 浓 厚 的 华 族传 统 是 由 超 过 50 岁 
的华 人 及 中 国 移 民 所 制 造 出 来 的，他 们 只 占 10％的 华人人口，是极端错误 
的。 

 
华 文 各 报 之 所 以 流 露 出 不 同 程 度 的 中 国 意 识，是与各 报 所 产 生 的  

舆 论 影 响 力 及 各 地 政 府 所 持 的 态 度 分 不 开 的 。  泰 国种族 关系和谐 ， 菲  
律宾的 种 族 关 系 也 不  那 么 尖 锐，这 两 国 华 文 报 的 读 者 很 少，报纸的影响  
力 也 只 限 于 少 数 人。印尼的 种 族 关 系 虽 紧 张，但自瓦希德总统上 台 后， 推  
行 改 革 开 放 政 策，短期内华文报涌现，但 读 者 也 非 常 有 限，舆 论 的 影 响力  
也不 大，所以 政 府 并 无 干 预。至 于 新 马 同  是 多 元 种 族 的 国 家，族群 关系  
微妙，政府鉴于 两 地 华 文 报 拥 有 广 大 读 者 群，舆论界的 影 响 力 举 足轻重， 
过分 渲 染 中 国 的 论 调，或将 会给 族 群 关 系 造 成 负 面 的 影 响，在 政 府明令 
暗 喻 下，  报 界 都 会 自 我 约 束。 以 免 惹 来 麻 烦。 

 
试 举 泰 国 与 菲 律 宾 的 华 文 报 为 例， 来 说 明 其 梗 概 ： 

 
两 国 的 华 文 报 在 反台 独、促 统 一 的问 题 上，经 常 通 过 了 新 闻报导、 

评 论、专 栏 特 写、专 题 及 副 刊 的 杂 文、短 评、随 笔 等 文 体，表现了鲜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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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场 与 积 极 的 态 度，信 手 拈 来 的 有 如 下 的 文 章 ： 
 

      
泰 国 
 

北 方 云，“ 和平统 一 是 台 湾 前 途 唯 一 出路”，《京华日报》，                   
2000.9.19) 

“ 一个 中 国 原 则 不 可 更 易”， 《 亚 洲 日 报》 社 论，2000.7.31. 
觉禅，“共 识 为 一 中，台 独 行 不 通”，《中华日报》，2000.9.18. 
觉禅，“当 代 庆 父 不 死， 台 海 不 得 安 宁”， 《 中 华 日 报》， 
                  2001.1.15. 
 

  菲 律 宾 
 

刘 伯，“ 参 加 反 独 促 统”，《 世 界 日 报》，2001.5.25. 
“ 要 统 一， 不 要 台 独”，《 世 界 日 报》 社 论，2001.7.4. 
“ 竟 有 这 样 的 国 民 党 人”，《 世 界 日 报》 社 论，2001.6.23. 
磊 光，“ 妖 魔 李 登 辉”，《 世 界 日 报》，2001.6.29. 
 
 

美国总统 布 斯 自 上 台 以 来，一 直 对 中 国 采 取 不 友 善 的 态 度，摆出一  
副 霸 权 主 义 的  面 目，气势 不 可 一 世， 盛 气 凌 人。2001 年 4 月 1 日，一 架美   
国侦察机在南中国  海 上 空 进 行 收 集 情 报 的 任 务，受 到 中 国 两 架 歼 击机 跟  
踪监 视，在 电 光 石 火 中，美 机 突 向 中 国 的一 架 军 机 转 向，两机发生碰撞，

中国军 机 坠 海，机 毁 人 亡，而 美 机 也 受 重 创，被 迫 降 落 海 南 岛 的 陵 水机  
场。中美撞机事件发生 后，两 国 开 始 一 系 列 的 交 涉。美 方 一 开 始 即 露出 一  
副 强 横 霸 道 的 嘴 脸，声 称 美 方 飞 机 是 在 国 际 领 空 飞 行，拒 绝 向 中 方 道  
歉，并要中 国 无 条 件 放 人 放 机，又 派 三 艘 驱 逐 舰 向 南 中 国 海 挺 进，以胁  
迫中国就范。对美方 这 种 蛮 不 讲 理 的 行 径，泰 、菲 的 华 文 报 都 给予迎头 痛  
击， 以 下 是  顺 手 摘 录 几 篇 有 关 的 文 章 ： 

 
            泰 国 

 
“ 中 国 对 撞 机 事 件 立 场 严 正”， 《 京 华 中 原》 社 论，4 月 6 日。 
“ 中 华 民 族 尊 严 不 可 亵 渎”，《 亚 洲 日 报》，4 月 6 日。 
“ 仁 者 无 敌， 正 义 必 胜”， 《 亚 洲 日 报》， 4 月 14 日。 
 阿 丰，“ 中 美 撞 机 事 件 杂 感”，《 新 中 原 报》，4 月 20 日。 
“ 华 府 欲 偷 鸡，  做 贼 必 心 虚”，《 中 华 日 报 》社 论，4 月 4 日。 

 
         菲 律 宾 

 
“ 南 海 美 测  察 及 撞 毁 中 国 军 机”，《 商 报》，4 月 3 日。 
 世 敏，“ 可 恶 的 霸 权 主 义 行 径”，《 商 报》，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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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文， “ 强 盗 的 逻 辑”， 《 商 报》，4 月 12 日。 
 刘 伯，“ 中 美 战 机 相 撞”，《 世 界 日 报》，4 月 3 日。 
 乔 辉，“ 美  国 为 什 么 不 道 歉”，《 世 界 日 报》， 4 月 1 日。 
 黄 种 谷，“ 横 行 霸 道 千 夫 指”，《 世 界 日 报》， 4 月 14 日。 
 梁 国 雄，“ 利 益 至 上， 霸 权 嚣 张”，《 菲 华 日 报》， 4 月 19 日。 

 
三、华 文 报、 华 社 及 华 教 

 
华 文 报、华 社 与 华 文 教 育 可 谓 三 位 一 体，三 者  如 唇 亡 齿 寒， 息 息  

相 关。华 文 报 要 生 存 与 发 展， 端 赖 华 社 的 支 持， 华 社 也 须 依 靠 媒 介 载  
体 的 精 神支援，才 能 立 足 与 壮 大。而 华 文 报 的 存 亡，也 决 定 于 华 教 的兴  
衰，华教 萎 靡 不 振，就 不 会 有 华 文 报 读 者，最 终 就 得 收 盘。因此支持与赞 
助 华 教， 传 承 与 发 扬 中 华  文 化， 华 文 报 也 责 无 旁 贷 。 

 
马来西亚的华 文 报，一 直 就 把 传 承 中 华 文 化 与 延 续 发 展 华 文 教育为 

办报 的 基 本 目  的 之 一，为 达 致 目 的 而 不 遗 余 力。不 幸 的 是，长久 以来，  
大马政府 一 直 以 同 化 华 人 及 实 行 单 一 语 文 学 校 为 终 极 目 标。面临着种种  
压力，华 社  全 力 支 持 董 总 与  教 总， 与 当 权 派 相 周 旋， 不 屈 不 挠， 努 力  
不懈。而在 奋 战 的 过 程 中，华文报、华 社与 董 教 总 始 终 是 同 声 连 气，步伐  
一致。报 人 挥 动 其 如 椽 之 笔，发出正义 之 声，鼓舞 了华 社 与 华 教 斗 争的士  
气。 

 
印 尼 的 华 文 教 育，过 去 有 过 一 段 辉 煌 的 历 史，但 在 苏 哈 多 30 多 年  

的专 制 时 代 里 ，华 校 被 封 闭，华 教 备 受 摧 残 殆 尽。直 至 1999 年瓦 希 德上 
台后，华教才雨 过 天 晴，迎 来 了 第 二 春，一 时 华 文 学 校、华 文 补 习 班及华  
文培训中心，如 雨 后 春 笋 般 纷 纷 涌 现，面对着这 种 令 人 振 奋 的 情 况，华文 
报 都 拨 出 了 极 大 的 版 位，连篇累牍，不 厌 其 详 地 报 导。 使 我 们 深 刻了 解  
到 印 尼 华 教 复 苏  的 境 况。 

 
另一方面，苏 哈 多 时 代 的 种 种 禁 令，如 禁 止 华 文 印 刷 品 的 流 通与出  

版；禁止舞龙舞 狮；禁 止 公 开 庆 祝 中 国 传 统 节 日 以 及 孔 教 之 不 受 承 认等  
等，在 瓦 希 德 的 一 声 解 禁 号 令 下，全 部 得 到 解 放。久被压抑 的 中 华 文 化 
的暗流，便 冲 破 了 一 个 缺 口，迸 发 出 眩 目 的 光 芒。对 于 在 印 尼 各 地 中华  
文 化 复 苏 的 种 种 迹 象，华 文 报 都 以 愉 悦 轻 快 的 笔 触，详细报导与作 出 正  
面 的 评 论 。 

 
泰国 的 情 况 亦 然。随 着 1975 年中 泰 的 正 式 建 立 邦 交，两 国 在 政治、 

经济、外交与文 化 等 关 系 越 来  越 密 切，双 方 的 投 资 额 越 来 越 大，国 际 形  
势 的 变 迁，给 泰 国 的 华 文 教 育 注 入 了 一 支 强 心 针。到了九 十 年 代，泰国  
的 华 文 教 育 蓬 勃 发 展，学习 华 文 的 人 越 来 越 多，大专学 院增设中文系，中  
文学校在各地涌 现，形 成 了 一 股“ 华 文 热”。华 文 报 人 都 以 欣 喜 的 心情，  
报 导 与 评 论 华 教 迎 来 的 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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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今 天，泰 国 各 大 城 镇 仍 存 在 着 许 多 华 人 社 团，其中有中华 总 商  

会 、地缘、血缘、业缘及 慈 善 与 宗 教 团 体，他 们 的 活 动 如 资 助 华 教、发扬  
中华文化、赈灾 恤 难、救 济 贫 病 无 依 者、祭 拜 祖 先、组 团 回 乡 寻 根 或投资  
等活动，以及 社 团 及 其 领 袖 的 各 种 动 态，华 文 报 每 天 都 有 详 尽 的 报导。 

 
总之，对研 究 海 外 华 人 的 学 者 而 言，华 文 报 的 各 种 资 料，就 如 一座  

丰 富 的 宝 藏，取 之 不 尽，有 待 我 们 去 挖 掘。以 上 所 述，只 不 过 是 荦 荦大  
者，其他如海 外 华 人 的 历 史、生 活 习 惯、风 俗 民 情、人 际 关 系、经 济 活动  
与 政 治 参 与 等 等， 形 形 色 色， 不 一 而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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