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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18日訊）世華媒体集
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今
午表示，中文已經成為全球化的
最新載体，改變了過去由英文獨
霸天下的格局，這是世界史上的
一次轉向，但也對中華民族帶來
重大的挑戰。

他在重慶舉行的第六屆世界華

文傳媒論壇上發表“全球中文媒体的

文化責任”演講時提出一個問題：面

對這樣的轉向，中國人是否可以不必

完全依靠財力的支撐而以文化的軟實

力，在全球發揮影響力？

中國軟實力發展遠遠落後
張曉卿指出，今天的中國，在軟

實力的發展上遠遠地落後，這跟它強

大的經濟力量並不相稱，遍設在全球

的孔子學院，除了教漢語、太極拳和

民族舞蹈之外，還能提供什麼的文化

項目可以吸引人？

在為期兩天的華文傳媒論壇閉幕

式上受邀發言時，張曉卿表示，當代

中國人不能迴避價值問題，六十多年

前新中國成立時的不少意識形態和價

值觀都已經被現實的發展所超越，也

不允許再談當年的政治教條，“在提

倡一部分人富起來，以及不斷提升國

家競爭力與個人競爭力之際，市場機

制和商品經濟成為生活的主旋律，但

這也造成了中國價值的真空，社會上

世華媒体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受邀在華文傳媒論壇閉幕式上發表演說。

張曉卿說，這樣的挑戰考驗這一

代的中國人是否可以有全新的

創意在當下的經濟成就中，展現中華民族

的人文關懷，讓我們的古典文化成就融入

現代生活的語境中，與每一個現代人都發

生關係。“中華文化要從故紙堆中釋放出

來，轉化為生活的行為模式，讓傳統的價

值與現代對接，落實在現代的生活中。

他表示，這不是哲學家的遐想，而是

全民的自我教育和期許，最近溫州動車追

尾事件所引發的全民反思，就是典型的例

子，大家了解生命重於一切，也因此全力

支持溫家寶的總結，反對以速度和效率的

理由來抹殺人命關天的重要性。

賦予更多人文情懷
張曉卿表示，中國需要有不戰而屈人

之兵的人文精神來贏得世人的愛戴，媒体

在這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賦予更多

的人文情懷，而不是在聳動炒作，否則，

將迷失自己，也遺失了中國人的軟實力。

他批評近年來，一些媒體靠聳動操作

搶奪市場，並以市場自由之名義危害了新

聞的真義，這樣做扭曲了人心，“媒體不

僅要對權力說真話，還要對時代說

實話，向歷史作出承擔。

“而歷史的承擔就是發揮媒

體的力量，提升中華民族的軟實

力，拒絕被聳動炒作所綁架，也拒

絕被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所玩弄，不

要因為贏得市場的份額，卻失去了

文化的責任。”

張曉卿表示，全球媒體的責任是

改變世道人心，以便從“心”開始，尋

回那些飄遠了的追求，也尋回那些被遺忘

了的文化使命。

瀰漫了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的氣氛，這將毒害了一代人

的心靈”。

他強調，正本清源之道

就是回到中華文化的經典，

重新提煉和整理，從孔子到

莊子，從先秦諸子到九流十

家，從朱熹到王陽，從四書

五經到唐詩宋詞，都要繼承

和發揚光大，但又要突破過

去的背誦和機械式的解讀，

也超越那些封建的糟粕，追

求一種“創造性轉化”，將

傳統的智慧，轉化為一種創

新的力量，緊貼着時代的軀

體，滲透世界的每一個毛孔

中。

“重要的，中國要尋找

一種文化的論述，具有世界

性的意義，可以成為其他文

化系統的參考系，甚至是一

種價值認同的對象，就像千

百年以來，基督教文明和英

美社會的主流價值，可

以在全球發揮無遠弗屆

的力量。”

今天的中國，在軟實力

的發展上遠遠地落後，這跟它

強大的經濟力量並不相稱，遍

設在全球的孔子學院，除了

教漢語、太極拳和民族舞蹈之

外，還能提供什麼的文化項目

可以吸引人？
■張曉卿

中文成全球化最新載體
張曉卿：改變英文獨霸格局

全球媒體責任改變世道人心 從“心”尋回被遺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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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18日訊）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說，共富

決不是劫富濟貧，但一定要把政府工

作的着力點放在改善民生，提高困難

群眾的生活上。

他說，中國搞改革開放，絕不是

只讓少數人發家致富，最終要走向共同

富裕。“共富之後社會自然就安定了，

老百姓心情自然就好了。否則有些地方

經濟高速發展，起了很多高樓大廈，但

是相當多的市民會覺得‘跟我有什麼關

係？´”

薄熙來今日與出席第六屆世界華文

傳媒論壇的部分代表座談，回答關於重

慶如何消除城鄉差距的問題。

倡導唱紅歌可回憶歷史
薄熙來近來大力倡導唱紅歌運動，引

起不少爭議，他會見第6屆世界華文傳媒

論壇代表時也被問到這個問題，他特別提

出說明，強調紅歌是有選擇性的，是指中

國近代流傳廣盛的救國歌曲，倡導唱紅歌可以回憶歷史，

讓年輕人了解中國有今天是怎麼走過來的，這是歷史文化的

延續。 

他舉例說，像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抗戰歌曲、人民團結救中國

的歌曲等，都象徵一個時代的精神，絕不是八股或復古；但現在

的年輕人不了解當年中國人受屈辱的痛苦。過去大陸一窮二白，

八國聯軍時是什麼處境，大家不妨想一想。現在中國被全世界尊

重，可說得來不易。所以唱紅歌就是要讓大家了解：國家富強不

是先天得來的，而是多少人流血、流汗、甚至掉腦袋換來的。 

當問到一個城市的GDP成長、一切求速度、建高鐵引來爭議

時，薄熙來認為，發展不單純追求速

度，大方向上還要改善

民生，促進消

費，拉動

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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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18日訊）經過兩天

的交流討論，第六屆世界華文傳

媒論壇今日圓滿落幕，並就“國際

話語體系中的海外華文媒體”這一主

題發表《重慶宣言》，表達了全球華

文媒體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正、平

衡、合理的國際話語新體系的信心和

決心。

宣言表示，當前全球媒體格局正

處於變化調整的關鍵時期，新興經濟

體傳播能力得以提升，西方話語霸權

受到衝擊。遍佈五大洲的華文媒體既

是所在地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又與中華文化密不可分，面臨着

難得的發展機遇。我們將以更加奮

發有為的精神，增強傳播力，提

升公信力，以最大的信心和決

心，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公

正、平衡、合理的國際話

語新體系。

宣言指出，新媒體的崛起是全球

媒體業變化的一大趨勢，微博、電子

雜誌、手機報、移動電視等新的傳播

形式層出不窮，這對以傳統媒介為主

體的海外華文媒體帶來巨大挑戰，但

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我們將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根據

時代潮流和自身條件進行戰略轉型，

勇於探索，敢於嘗試，以最大的想像

力和創造力，共同開創華文媒體新的

春天。

下屆青島舉辦　　
主辦當局同時宣佈，下一屆世界

華文傳媒論壇將在青島舉行，重慶市

市委副書記張軒向青島市副市長秦

敏移交了論壇會旗。

　　

論壇閉幕發表《重慶宣言》

致力建設國際話語新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