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适合英国人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3!!!!!!!!!!!!!!!!!!
    在《每日电讯报》编辑部的 8年，不仅

让张巨的职业技能日趋纯熟，也让他对报
社，对报社的受众，以及西方的媒介传播

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
张巨说，报社对记者的廉洁有非常严

格的要求，从而确保报道的客观性和独立
性；报社很早就开始探索数字化阅读，是

英国最早拥有网站的主流媒体，此外还会

用脑电波、眼球追踪的相关技术来分析读
者做问卷调查时的真实反应，之后再针对

各个环节做调整。对读者来说，《每日电讯
报》这个牌子意味着高价值和高品质，这

也是这家有着 166年历史的媒体，能够在
如今流量为王的自媒体时代里仍然屹立

不倒，并且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张巨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肩

负着比视频记者更有意义的使命。“尽管已经

有很多人在说中国故事，但有时一些方法并

不适合当地人接受，我的祖国，依旧是个未被
西方深入了解的宝藏；而我所在的报社，和簇

拥它的读者群，也同样是一个未被更多中国
人认识到的宝藏。”张巨希望在他的努力下，

中国文化能够通过《每日电讯报》，用适合英
国人的表达方式，传达到众多粉丝心里。

怀揣这样的信念，以及中英关系步入

黄金时代增强版的东风，张巨离开了编辑
部，进入商业运营部门，成为了中国与亚

洲商务总监，独当一面负责开拓中国市
场。张巨已经成功将四川成都旅游、海南

旅游等有针对性地推介给了高净值受众，
大获好评。

“跟随《每日电讯报》，海南的推广版面
在全英取得了 51万份的有效发行，覆盖

130万人群。”在张巨的努力下，除了纸质版

块，在官网上，技术部门的团队还专门

搭建了“Love Hainan”（喜爱海南）的子
站，通过谷歌AMP网页，读者在手机上也能

很好地看到南山寺观音像、三亚湾等这些海
南的标志性景色，增加了体验的互动性和趣

味性。让海南的旅游文化，通过更好的阅读

方式，走入英国中上层读者群的视线。
此外，张巨还成功地向英国读者推介

过成都。“我们在网站上，为成都建了一个
‘Discover Chengdu’（探索成都）的子站，

其中还专门开设了成都市中心的‘互动地
图’，读者可以直接用双手点击地图上的

关于餐厅和景点的图标，就可以轻松跳转

到相应的图文内容，这个形式受到了很多
读者的喜爱。”

在为英国民众带来中国美食和美景
时，张巨也在积极拓展着华人读者对英国

的认知。从 2014年起，《每日电讯报》在
《欧洲时报》（英国版）刊登中文版面，介绍

英国的人物故事和专题文章，依托《欧洲
时报》的强大发行，覆盖全英华人。

    在视频编辑部的日子，并

非如外人看上去的那样光鲜亮
丽。尽管张巨实战经验丰富，但

在一个全英响当当的大媒体做
好一名优秀的采编记者，光靠努

力是不够的。“公司不会因为你
是外国人，就在工作上对你放宽

要求。你只能要求自己做得更

好，甚至比当地职员都要好。”

“有时会听不懂同事们笑
话里的梗，莫名会感觉自己是

局外人。”但好在张巨善于在观
察中学习他人的长处，聊天中

听不懂的俚语，他会暗自记下，
之后请教同事。“我们工作氛围

十分友好轻松，采编小组同事

的一个娱乐项目是轮流教我学
伦敦俚语，帮助我把自己的英

语本地化。”
就这样，天性外向而又努

力的张巨，很快便融入了团队
中。在视频采编部的 8年里，张

巨有过不俗的采访报道：与末
任香港总督彭定康 (Chris Pat－

ten) 聊过英国脱欧；问过马来
西亚前总统阿都拉 (Tun Ab－

dullah）马航 MH370事件的后
续进展；还采访过现任的英国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这些出色的采访
报道，得到报社同事们的广泛认可。

同时，当发现报社在涉华报道中的一些
事实错误时，他都会提醒相关记者，后来很

多记者若在报道中涉及中国，都会先向张巨
了解或是核对事实。张巨清楚，作为团队中

唯一的中国人，他可以帮助同事们更加了解
中国，甚至是亚洲人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平

日里，他十分乐意充当文化沟通的使者，也

会在日常中融入中国元素的一点一滴，让同
事和读者更容易接受。其中让张巨印象颇为

深刻的，便是他在《每日电讯报》的美食专栏
里，用镜头向大家介绍如何做中国水饺。

“当时是正值中国农历新年，我就想策
划一期视频，向大家介绍一些和中国过年

有关的习俗。”凭着多年的丰富经验，张巨
认为这个习俗不能过于传统，否则英国人

难以理解，同时还要接地气，才能让读者们
觉得好玩好有趣。“最后，我想到了包饺子。

英国人对美食还是很向往的，我周围的英
国同事也都吃过饺子，可接受度高；而且包

饺子可操作性也强。”张巨邀请了英国华裔
名厨李建勋出镜。从制作饺子馅、饺子皮再

到出锅吃饺子，短短 3分钟视频获得大量
好评，而他拍摄所用的素材至今都还是报

社想要推介中国文化时的首选素材。

    2011年，张巨前往英国，就读东英

吉利大学广播新闻专业。彼时的他已从
上海大学毕业了两年，并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等积累了扎实工作经验。

张巨在读大学时就成立过自己的摄
影工作室，这为他后来成为《每日电讯

报》的视频记者埋下伏笔。“我曾经拍过
黄浦江夜景，她那万里滔滔江水的广阔，

以及所孕育出敢于拼搏、锐意进取的上
海人，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而在央广的工作经历，为他提供了

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当时工作蛮辛苦

的，但学习到的东西，让我后来在《每日
电讯报》这样的大平台都很受用。”

2011年前往英国深造的学生，都会
对这一年难以忘怀。当年，英国政府开始

缩紧留学生就业政策———获得学位的国
际生只有找到一份合法雇主提供的年薪

不低于 2万英镑的工作，才能获得 T2工

作签证而继续留在英国。
正是在这样紧缩的移民政策下，张

巨凭借实力，得以进入《每日电讯报》。但
代价也是巨大的———他舍弃了辛苦获得

的全校唯一一个创业签证。

“最初，在得知就业签证政策改变后，
我就想选择在英国创业。”张巨生性开朗

乐观，工作技能出色，他的很多英国友人
对他印象深刻。因此当张巨申请创业签证

时，有 13位来自英国商界和政界的被访
人愿意为他提供推荐信，他的老师也愿意

反复帮他修改商业计划书。

“其实入学时我雅思口语才 3.5分

（满分 9分），但我从不因此而害怕和当

地人说话。”张巨说，正是因为知道自己
口语上的不足，以及和当地人之间思维

方式的不同，所以才会刻意多和人交流，
多下功夫锻炼，最后练出了和导师相似

的口音。
然而，张巨的人生故事却又迎来了拐

点。“一个朋友愿意帮我内推《每日电讯

报》的视频记者职位。正好视频制作是我
强项，加上我在 BBC（英国广播公司）也有

过 3次实习经历，就想着去试一下，证明
自己的能力。但没想到顺利通过了笔试和

两轮面试，收到了 offer（录用通知）。”
留英工作本就难，由于语言和文化

背景等差异，亚洲人想要在英国主流媒
体获得一份正式的编辑工作更加不易。

“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机会，”回想
起十年前的自己，张巨感慨道，“有时候

机会转瞬即逝，只有在平时做好充分的
准备，才能在关键的时候有能力抓住。”

选择创业签证，还是工作签证？张巨
面临着不得不二选一的幸福“烦恼”。权

衡再三，张巨忍痛放弃了准备多时的创
业签证。

“我选择进《每日电讯报》工作，是希
望自己能够打破一个行业印象，就是中国

人很难进入西方的媒体行业工作。我也期
待通过自己的努力，向这家百年英媒展现

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新中国面貌。”这
也是他在毕业后时常应邀回母校开讲座

的原因，他希望自己的学弟学妹，还有未
来的中国留学生，都能看到这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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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绝对的乐天派！ ”

大多见过张巨的人， 都会先被

他的亲切感和热心肠所吸引，

相熟之后， 惯常会惊讶于他的

经历。 这位嚼着羊肉手抓饭长

大的新疆孩子， 曾经枕着黄浦

江水奔流入海的涛声入眠，也

曾听着鸽哨擦亮北京胡同的夜

空， 更是无数次徜徉在伦敦泰

晤士河畔，靠着自己的奋斗，成

为了英国销量最高的报纸之

一、拥有166年历史的《每日电

讯报 》 （the Daily Tele鄄

graph）亚洲市场总监，他是这

家百年英媒的第一位中国人。

在这里，张巨不遗余力地向

英国民众介绍中国的一切，纠正

从政府到民间对中国的种种偏

见。 “如果在我的努力下，中国文

化能够通过《每日电讯报》高品

质内容与高科技体验，用适合英
国人的表达方式，传达到众多粉

丝心里，这未尝不是一个介绍中

国的绝佳方式。”张巨说：“无论是

社会大环境、 民众还是政府，英

国对中国的好奇都愈发强烈，我

想要做的，就是成为最懂英国人

的、最英式的中国推销员，为我

的祖国说好中国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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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巨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