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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记者 34?赴法国留学

    今年 5? 2日，中央电视

台 《华人故事》 栏目以 《黄冠

杰———我的抗疫日记》为题，报

道了法国欧洲时报采访中心主

任黄冠杰在疫情期间用日记形

式展现华侨华人抗疫全景的人

物故事， 也让大家了解了在海

外一个华文记者的生活。

最近，黄冠杰把今年春夏

时法国第一波疫情期间的日记

和报道整理成书，取名《巴黎战

疫志》 即将由东方书局出版社

出版。而其中的很?经验，也可

以为现在仍在汹涌的法国第二

波疫情的防护提供参考。

从 2005 年 3 ?进入欧
洲时报社算起，黄冠杰已经在

华文媒体度过 15年的时光，

而每年发表的 60 ?万字的

报道，不但让他成为华文记者

中的佼佼者，一位资深的侨界

事务专家，也成为国内公众了

解法国侨界的一个窗口。

黄冠杰

笸法国?洲时报采访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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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供本报专稿

    2000年 8月 16日，当国航 CA933航

班降落到巴黎戴高乐机场，在苍茫的暮色
中，冒着小雨拉着行李箱踏上湿漉漉的异

国土地，黄冠杰以为，自己的职业记者生涯
就此画上了休止符。没想到的是，仅仅 5年

后，他又重操旧业，成为欧洲最大的华文传
媒集团———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旗舰报

纸《欧洲时报》的记者。

在 2000年到法国自费留学之前，黄冠
杰已是一名资深记者。从 1993年 7月加盟

山东淄博经济广播电台担任新闻板块负责
人，到 1996年应聘到《齐鲁晚报》并参与周

末版创刊而成为一名深度报道记者，黄冠
杰有着 7年的记者生涯。他采写的很多调

查报道，经常被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但就在
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他突然放下所有，

决定出国深造。

一个已经 34岁的人，单枪匹马在异国
他乡闯荡是很不容易的事。一切都从零开

始。黄冠杰大学里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法语只是临时抱佛脚学了一点。到了法国

后，兜里揣的 2000美元转眼就花了个精
光。他没有奖学金，也不能打工。最困窘的

时候，出去买个面包，他也要算计着手里的
几分钱。幸亏原来报社的同事、大学的同

学，还有新结识的留学同学得知他的情况
后，纷纷施以援手，让他的留学得以继续。

2003年 7月，他成功申请进入巴黎第

七大学攻读“东方文化及人文科学”硕士学

位，拜在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法
国高等师范学校原副校长巴斯蒂教授门

下，方向新闻学。2004年硕士毕业后，黄冠
杰又申请了该校新闻传播与电影学院的博

士研究生，跟随儒尔当教授攻读新闻学博
士学位，方向是调查性报道，成为该专业的

第一位非欧盟籍博士研究生。
就学期间，黄冠杰还被推举担任巴黎

中国学联副主席、全法中国学联宣传部长。
2005年 3月，黄冠杰被欧洲时报相中，从

此重启了自己的职业记者生涯。

    黄冠杰认为，华侨华人

不但是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承
者、弘扬者，也是中国发展的

缩影。而其中的华商，更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折射，因为一
大批华商正是背靠中国经济

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
为写出华商发展之路以

及遇到的瓶颈，黄冠杰与华

商保持密切联系，跟随华商
回中国采访，了解从生产、定

购、出货到销售的全产业链
过程，深入了解华商成长过

程，不但为他们取得的成就
喝彩，也为他们遇到的难题

寻找答案。他采写的报道如

《巴黎华商批发城深陷安全
危机》《你有权对不合法的检

查说“不”》《旅法华商叫板经
济危机》《中资企业法国深陷

“劳资门”》等，成为国内涉侨
部门或有关行业调研的依据

和背景资料。而通过对华商
发展、与中国经济紧密联系

的报道，展现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成果，也佐证了中国是

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经
济发展惠及世界的事实。

随着华人华侨实力的提升，他们依法
维权的意识也不断增强。从 2010年 6月

20日举行第一次“反暴力要安全”游行开
始，华侨华人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特别

是 2016年 49岁的旅法侨胞张朝林在奥
贝维利耶市遭到 3名歹徒暴力抢劫致死，

2017年华侨刘少尧在家中被警察枪杀事

件，都引起了大规模的示威。在这些维权
事件中，总有黄冠杰深入街区探访的身

影。15年来，为华人维权、为华人政治地位

呐喊，成为黄冠杰报道比重最高的内容。
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黄冠杰主

要报道了华侨华人为祖国捐赠防疫物
资，如何与疫情歧视作斗争的故事。法国

疫情严重总统马克龙宣布实施封城措施
后，报社安排黄冠杰休假。像一个习惯了

枪林弹雨的战士，黄冠杰无法在这场无

声的战场里安歇。于是他又搬出电脑，用
日记的方式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为这

段特殊的历史做个见证。他的日记里，有
华侨华人“见疫勇为”捐赠医疗物品，也

有一线医生的工作生活，还有很多普通
华人的抗疫故事，他的日记不仅得到读

者的好评，更是受到央视《华人故事》栏
目组的关注，并给予了报道。

最近，黄冠杰把今年春夏时法国第
一波疫情期间的日记和报道整理成书，

取名《巴黎战疫志》，即将由东方书局出

版社出版。其中的很多经验，也可以为现
在仍在汹涌的法国第二波疫情的防护提

供参考。正如黄冠杰所说：“华侨华人在
战疫中树立了一座无形的丰碑，我则要

为他们砌一座文字的纪念碑，让现实记
住，让历史阅读。”

    欧洲时报是欧洲大陆最大和最有影响

力的华文媒体集团，黄冠杰就这样一下子
站到了中法交流的最前沿。

海外的华文媒体一般不像国内媒体那
样拥有几十、甚至几百人的记者队伍，因

此，一个记者就要成为各个领域的多面手。
这也给记者提供了锻炼的机会。黄冠杰每

年都要写出六七十万字的报道，既有中法

两国的高层互访、中国“两会”的高端报道，
也有旅法侨领会同法国地方政府要员到中

国走街串户、探寻中国发展的见闻录，更有
旅法侨领扎根当地、心系家国，以及生活中

方方面面的特写。
黄冠杰认为，深入现场，是做好一个记

者的本分。2015年 1月 7日，两名武装分
子闯入位于巴黎的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

刊》总部，用冲锋枪向在场人群扫射，造成
12人死亡。当时的黄冠杰正在巴黎 13区

一家中餐馆吃饭，听到消息，他扔下筷子就
向现场赶去。他及时发回了现场照片，并根

据现场情况迅速写出报道。
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和实习生一起在

深入法国北部叙利亚难民区调查，也曾为
做好中法高访报道在烈日下站立 4个多小

时；为了奥运火炬传递的报道，他与“藏独”
分子及其支持者周旋；为反映华侨华人被

暴力抢夺的现实，他前往犯罪分子出没的

街区现场调研……
作为华媒记者，为华侨华人、中国同胞

发声是一个记者应有的担当。2008年 2月
11日半夜，黄冠杰突然接到电话，称有中

国游客在巴黎老佛爷百货商场（Galeries
Lafayette）购物时受到不公正待遇。第二天

上午，黄冠杰和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官员

刘韦佟赶往老佛爷商场了解情况。原来，一
对来自浙江的新婚夫妇在老佛爷商场购物

时，因收银员工判断失误，将真币误认为假
币，商场报警后，这对夫妇被带到警察局扣

留了 5个多小时，遭到搜身、手铐、禁闭、嘲
笑和谩骂，严重受辱，“蜜月之旅”变成了

“地狱之旅”。而在黄冠杰采访过程中，老佛
爷商场态度极为蛮横。

黄冠杰迅速写出报道曝光这一严重歧
视、侵犯人权的事件，引起强烈反响，并被多

家媒体转载。黄冠杰继续跟踪报道此事，直
到惊动老佛爷集团高层。最终，巴黎老佛爷

集团执行总裁（CEO）保尔·德拉伍特率集团
高层举行中文发布会，公开就 2月 11日中

国游客购物受辱事件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赔偿受害人，并承诺惩处直接责任人，改善

接待设施，增加会中文的保安，设立中文投
诉电话，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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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冠杰在《查理周刊》总部遇袭现场采访

■ 黄冠杰采访法国政府中国特使、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 黄冠杰采访华人华侨社

团为法国捐赠防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