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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美国《侨报》董事长谢一宁先生 
 

惊悉美国格律文化传媒集团总裁、《侨报》董事长谢一宁先生2018年11月16日在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总部办公室不幸遇难，在此谨表示深切哀悼。美国《侨报》自从创办以

来，在董事长谢一宁先生、执行总编辑刘晓东先生等报业精英人士的领导下，全体员工努

力奋斗，发扬全心全意为社会各界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服务精神，秉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构建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同胞互通信息的平台，迅速地成

为美国华人主流社会媒体当中的瑰宝，在促进美国华人社会各阶层各族群的和谐进步、帮

助来自世界各国的华裔新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推动美中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等方面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进步作用，所取得的成就值得赞赏。希望谢一宁先生家属及美国《侨报》全

体员工化悲痛为力量，择善固持，团结一心，共度难关，继续为增进中美人民相互了解和

合作共赢、促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的平稳实现作出贡献。 
 
谢一宁先生永垂不朽！ 
 
骆南植，2018年11月1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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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谢一宁先生对海外中文媒体的独特贡献 
 
谢一宁先生在中国恢复高考第二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走上工作岗位没多久就荣获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在他本人的自述中曾经说过：“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广东， 面临的生活

现实是连电灯都没有，我上大学是靠着一根蜡烛和一根芯油灯读出来的，当我拿着蜡烛读

书的时候，报上所写的全是我完全看不到的‘莺歌燕舞’。在看到这样一个大反差之后我一

直想考新闻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考上了新闻系，我就可以说实话。我们家乡人说话比

较自由散漫，两个人如果吵架的话，一个人骂另外一个人讲话不实在就说“你嘴臭，你嘴

臭过报纸。”谢一宁先生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期。当时的中

国，经过近百年来的社会动荡和艰苦探索，社会生活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1911年到

1949年的长达38年的“中华民国”血光之灾、新旧军阀祸国乱政、日本入侵造成中国经济

巨大损失、蒋介石政权实行“白色恐怖”统治、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发动反对中

国共产党的内战，失败后把价值700万两黄金的整个国库搬迁到台湾，造成中国大陆一贫

如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当局力挽狂澜，重建经济，取得重大成就。但是由于

某些政策失误，包括解放后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导致人口暴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

线”造成的损失，加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受到前苏联军事压力，同美国关系长期处于

不正常状态），中国被迫实行“自力更生”经济政策，虽然建立起走向现代化和维护国家领

土安全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军事工业，基层人民生活的改善是非常缓慢的，社会上确实存

在许多“阴暗面”。因此在不少农村地区，“完全看不到”“莺歌燕舞”。邓小平先生实行改革开

放，使中美两国重归于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空间。40年改

革开放使中国获得巨大进步。谢一宁先生领导《侨报》努力开拓创新，为改革开放作出巨

大贡献，使《侨报》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中开明进步力量的一面光辉

旗帜，丰功伟绩，令人景仰。 
 
在《侨报》创办之前，美国华人中的新闻事业基本上由“亲台湾”和“反共抗中”的右翼保守

势力严密掌控，政治上实行“一边倒”，对于“白色恐怖”下风雨飘摇的台湾当局歌功颂德，

隐瞒“阴暗面”，回避“敏感”历史课题（如“二二八事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种进步

则视而不见，使用“妖魔化”的攻击伎俩，极尽污蔑、贬低之能事，把小缺点说成大错误，

小错误说成大罪恶，大错误则说成"滔天罪行”；不仅如此，还公然歧视、侮辱、打压来自

中国大陆地区的新移民，并且散布“小道消息”和假新闻，大做“党八股”式的“洗脑宣传”（例

如，1989年6月4日中国北京发生境外敌对势力深度介入的反政府暴乱事件，美国某家老

牌华人报纸当天在头版发表以《邓小平死亡，中共政权崩溃》为标题的“新闻”；没过几天

，中国政府宣布平定暴乱，邓小平先生再度露面，使该报颜面尽失，成为美国华人社区的

笑柄）。它们还对来自中国的公费留学生和出差政府官员进行“策反”活动，完全丧失新闻

媒体从业者应当具备的专业道德，彻头彻尾地沦为“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右派势力从事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政治斗争御用工具，成为华人社会长期内斗不休、一盘散沙

的重大祸根之一。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华人社会中也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友善的报纸（即“
左派”或“亲共”媒体），但是当时中国新闻界尚未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想”影响下解



	 Page 3	

放出来，曾经在抗日战争期间“延安整风运动”中受到中国国父领袖毛泽东主席严厉批判的“
党八股”和“本本主义”尚有很大市场，美国华人中的“左派”媒体也不能免俗，因此在读者群

众中影响甚小。因此，当时的美国华人新闻界乌烟瘴气，成为右派保守势力“反共抗中”、
散布落伍思想、对抗历史潮流的宣传基地。 
 
《侨报》诞生后，逐步走上一条顺应美国主流社会开明进步潮流、同国际主流社会新闻界

开明进步的实践接轨的正确道路，在新闻报道中坚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正确立场，在

社论等政治立场表述中尽量体现温和开明的民主的“中庸之道”，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华人读

者所接受。今天的《侨报》立论公允，报道翔实，题材广泛，无论对于中国（包含“中华

台北”地方政权管辖区）、美国、还是其它地区与国家，既报道“光明面”，也报道“阴暗面”
，对于有关中国现实的“政治敏感问题”也敢于触及并且发表建设性意见。除此之外，作为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系密切的华人媒体，《侨报》在向中国政府反映美国华

人社会人民大众和贤达精英人士对中国的发展进步以及中美关系、世界格局等课题的建设

性意见方面，也起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我本人同《侨报》高层主管人士接触中，也感到他们愿意接受社会人士（包括“保守派”或“
右派”人士）的有益意见的“礼贤下士”的开明作风。这些可喜的进步，是目前美国华人社会

其它媒体（无论“左中右”政治立场）所无法企及的。我在前一段时间曾经计划通过《侨报

》执行总编辑刘晓东先生介绍，同谢一宁先生认识，并探讨有关促进华人社会和谐进步的

课题，想不到谢一宁先生竟然不幸遇难，感到莫大伤感。因此写上这篇短文寄托哀思。 
 
作为《侨报》领导人，谢一宁先生对于美国华人社会新闻媒体的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值得

纪念。谢一宁先生领导下《侨报》的开明进步作风值得继续发扬光大。 
 
骆南植，2018 年 11 月 21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沙迪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