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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资金办起了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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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销电脑配件到学习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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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而，中文纸媒的影响力放在国外整体
的环境下仍显得势单力薄。在匈牙利，报纸读
者仍以本国人为主。一旦有大事，多数本国人
还是更关注官方媒体。《新导报》不可避免地
遭遇了发展瓶颈。
加上欧洲次贷危机袭来，匈牙利华商经

济随着全国经济一起跌入低谷。!""#年，商
家就开始撤广告。后起的广告公司也都冲着
新媒体去了。《新导报》被迫缩版，滕维杰开始
思考转型。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
的文化团体摩肩接蹱地来到匈牙利。夫妇俩
顺应时势成立了匈中文化交流协会，策划举
办两国文化交流的各类活动。近 $年，中匈两
国文化团体来往更频繁了，协会业务范围随
之扩大。从中国去的团体，带来的内容小到吃
喝，大到非遗项目，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多地
在当地得到展示。
最近三年春节期间，匈中文化交流协会

还每年举办“中国春”主题庙会，邀请匈牙利
人和华人共聚一堂，包饺子、看舞龙舞狮、欣
赏文艺表演，把中国文化推广到布达佩斯街
头，与当地人零距离交流。中国驻匈牙利大使
段洁龙出席了去年的活动，并支持 !"%#年
“中国春”活动为中匈建交 &"周年献礼。
“高大上的《图兰朵》演出，一般观众买不

到票。而我们办‘中国春’活动，都跟政府配
合，就是给匈牙利老百姓看的。老百姓也积极
参与了。以前他们只知中国人用毛笔写字，现
在终于知道是怎么写的了。报一个名字，现场
的书法家就翻成中文写下来。他们带回家后
还可以自己练。这才是亲身体验中国文化
了。”
“说实话，是‘一带一路’给了我们机会。”

滕维杰说，希望中匈文化交流越来越顺畅，有
更多来自中国的优秀文化元素融入匈牙利。

! ! ! !此后，匈牙利陆续又多了一些中文报
纸，其中几家向滕维杰伸出了橄榄枝。有
的报社在滕维杰帮助下，排版系统得以升
级，有的报纸则直接请滕维杰参与创办。
但是，好多次滕维杰拿出看家功夫倾囊相
授之后，就被婉言辞退，只拿到一些劳务
费。“%###年下半年，我几乎‘游历’了当地
所有的中文报纸。”滕维杰说。

到了 !"""年初，滕维杰又一无所有
了。“背水一战吧。”他决定筹措资金自办
中文报纸。“小小的匈牙利，中文报纸为什
么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有华商聚集的
‘四虎市场’，报纸好发好卖。”

因为欠了债，滕维杰把租的房子退
了，一家三口“厚着脸皮”挤进父亲的院子
里。父亲和妹妹都不看好他的新计划，借
钱时做好了还不上的准备。“只有母亲发
自内心地支持我。”滕维杰借来的 %万美
元里，'"""美元是母亲掏出来的。

!"""年，滕维杰夫妇俩开办了《新导

报》。这是一份给年轻人看的都市报，主打
明星、时尚、电子商务。但是一来周围的中
文媒体都是这个风格，市场就这么大，生
存空间狭小；二来匈牙利新一代当时还在
上学，不具备经济基础。有不少华商跟滕
维杰交底说，我的儿子很喜欢你的报纸，
但我的商品广告要给批发商和零售商们
看。所以报纸要靠“年轻人”吸附广告，终
是无望。

滕维杰决定另辟蹊径，增加对华人上
班族的吸引力。报纸增加了一个版，刊登
连载小说和社会、娱乐新闻。当时网络还
不发达，同类型的内容一般只有匈牙利语
的报道。《新导报》这一变，吸引了很多语
言不通的华人读者。出资登广告的老板
说，周围的上班族都爱看这报纸，说明这
报纸有市场。广告量就这样上来了。此举
又引得其他中文报纸纷纷效仿。

报纸逐渐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年 '月，滕维杰破天荒举办了创刊三

周年大会，邀请了使馆人员和众社团侨领
出席。报社还请匈牙利华人医学博士陈震
任荣誉社长。那年，创刊时借来的钱，全部
还清了。

此后，《新导报》风格再次大变，封面
不再是娱乐杂志版式，整张报纸满眼高
大上、正能量。不管是本地热点新闻，还
是使馆侨界的活动，报社都有能力编译
或采写独家稿和深度稿了。依靠社长耿
洁的匈语优势，《新导报》经常专访匈牙
利高层官员，包括总理、议长、总统等。
!""'年，中国领导人访问匈牙利，《新导
报》是当时唯一获准在舷梯下摄影的当
地华人媒体。

在创刊七八年的时间里，《新导报》成
为匈牙利华人圈中阅读量和发行量名列
前茅的纸媒。

! ! ! !滕维杰的父亲
是中医，上世纪 )"

年代末，伴随着“闯
东欧”大潮，他去了
匈牙利，自办中医诊
所，很快就在当地立
足，日子也越过越
好，还购置了房产。
%##%年，在父亲的
极力要求下，刚拿到
成人高考大专学历
的滕维杰带着女朋
友（后来成了他的妻
子）耿洁，也去了匈
牙利。但滕维杰不愿
受父亲的“大伞”庇
护，并没有在诊所帮
忙。
“我是从匈牙利

最底层打着滚过来
的。”初到布达佩斯
时，由于很多轻工产
品紧缺，那里正是从
事百货零售业的天

堂。有个露天的“四虎市场”，是中
东欧中国商品集散地，也是第一
批去匈牙利淘金的中国人的聚集
地。%##!年，滕维杰就在这里开
始练摊。
每天，他起早贪黑，把塑料布

往地上一铺，服装鞋帽、日用品、
发卡、避孕套、健身球、茶叶……
“什么都卖。”单说那钢丝发夹，一
上午就能售出好几盘，在中国卖
%角钱，在布达佩斯能卖到 %元
（人民币）。为了抢夺位置不错的
摊位，滕维杰也时常与当地人发
生冲突。
后来几年，市场渐渐饱和，经

商得看季节、看行情上货，不然会
有积压。但滕维杰并不在行。

%##$年，有人力劝滕维杰和
耿洁告别摊位，开公司、发货。他
们花了近半年时间一起找商店、
装修、上货。等开业了，对方却自
己开起了夫妻老婆店，逼得滕维
杰和耿洁退出合作，重返市场练
摊。然而此时货和摊都不在了，从
头做起谈何容易？

! ! ! !耿洁懂匈牙利语，就去当翻译、给别
人看店。滕维杰则摆弄着早前从市场上
买回的二手电脑。他钻研出一些组装、
维修技术，于是就在中文报纸上打广告，
帮华人修装电脑。也因此，“机会”第二
次找上门来。

%##&年，北京的中关村刚刚开始火
爆。两个来自中关村的人到匈牙利准备
再创业。他们和滕维杰商量合作开展电
脑配件生意。

又是大半年时间，滕维杰和挺着大
肚子的耿洁，每天开车拉着显示器在布
达佩斯的小型电脑零售店挨家挨户地推
销。到了圣诞节前，陆续有几个集装箱
的电脑显示器到货，销售情况不错。

当夫妻俩憧憬着来年大干的时候，那
两个合作伙伴找滕维杰谈话，说是利润
低、没干头，公司准备解散，因为有存货，
也没法分红。那之前，滕维杰每月的工资
还不够基本的生活开销，当年练摊运货
的面包车也无偿贡献出来，只盼着公司
利润丰厚了能有大笔分红，解决家用兼
还债。没想到，这场拼搏又成了水中花。

%##)年初，当地华商纷纷脱
离“练摊”，转而开店或做批发。

滕维杰结识了几家中文报社，帮他们组
装、修理电脑。
此时，一位侨领请滕维杰为自己的

几十家连锁店做电脑化管理。进公司后，
老板才告诉滕维杰，他注册了一份中文
报纸，但苦于无人制作，希望滕维杰接下
这活。“我没干过媒体，但为了生存，我还
是决定试试。”滕维杰说。
当时在匈牙利侨界，已有五六份中

文报纸，但几乎都是采取原始的出报流
程，从排版到输出没有完全电子化。
没有老师带教，滕维杰用两周时间

自学了排版知识和技能，还研究了如何
用当时简陋的电脑软硬件完成排版。当
时 *+,-./0 系统都是英语或匈牙利语
的版本。好不容易装了中文软件输入了
汉字，一插入图片，排好的整版都成乱码
了，因为当时代码还不健全。“那会儿真
是没日没夜。”最后，他一个人完成
了总共 %1版的创刊号，在当地
中文媒体圈一炮打响。

此后的一年半里，滕维杰又
实现了彩色印刷。编辑部也不断
壮大，然而人多是非就多，在 %###

年夏天，滕维杰又被“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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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匈牙利钻石传媒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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