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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专访《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我不是战略者，只是个码字的小工匠”

“我的老家在河南，郑州也是我的省会。”两天的郑州之行，这是
57岁的胡锡进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不拐弯抹角，语气里充满了自豪
感，让和他接触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的率真。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身上的标签很多，他认可的是当代世界
的讲述者，致力于“解读复杂中国”，推动社会进步，维护国家利益。

有很多人推崇他，也有很多人批评他，他对此相当淡定。“我不是
战略者，只是个小工匠。”入行28年，掌舵《环球时报》12年，他仍然激
情不减，每一篇社评皆出自于他，“一年写出五六百篇文章，谁能做
到？我做到了。”在他看来，“如果不发声，中国会吃亏”。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文 马健/图

“当兵就要保家卫国，几年的军旅
生涯让我产生了很浓重的国家情怀，终
生难忘。”5月 24日，一身休闲服、带着
招牌式笑容的胡锡进一进入郑州电台
1号演播厅，就引起台下一阵骚动。作
为“文化郑州名人行”邀约的首位嘉宾，
胡锡进面对观众的提问是有问必答。

他生于 1960年，1989年从北京外
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人民日
报社国际部。1993年至 1996年任人
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20多次深入
战火中采访，经历了波黑战争全过
程。1996年起任《环球时报》副总编
辑，2005年起任总编辑，“在《环球时
报》干了21年”。

他所执掌的这张报纸形成了鲜明
的“胡氏印痕”。“一些敏感的事情发生
了，是否对这些事情完全不做？我不主
张这样，我希望让中国社会信息畅通，
要让大家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包括
对我们不利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社会

的承受力，这是一个社会长期稳定不可
缺少的因素。现在很多人都出国，有必
要让中国社会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
当然，评论一定要坚持立场，就是坚决
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这也是全
社会的共同利益。

“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外界已经
很关注了，成了共同关注的事件，这时
候我们就会出手，会发评论，亮明观
点。如果他们说了我们不发声，中国
会吃亏的。”他说，自己去过很多国家，
造访过世界各地的二三百个家庭，更
能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来
之不易。

胡锡进有句名言，中国是复杂的。
他说：“在《环球时报》上能看到我们国
家真实的国际环境。我们在了解这个
国家，真诚地服务社会，真诚地促进中
国崛起，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他说，
《环球时报》为何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说明社会大众接受了，自身也发挥了
作用。

作为《环球时报》的总编辑，和其他
媒体老总相比，有一点他的确很另类。
他曾经自嘲是中国当下写文章最多的
人，“没有之一”。“一年五六百篇文章，
谁能做到？我做到了”。

这些文章指的是社评。他自认为
是“复杂中国”、多元时代的平衡者之
一，他的新浪微博标签曾是“一个复
杂中国的报道者”。但他的观点时常
在舆论场上引发争议，也是在争议
中，《环球时报》与胡锡进本人的传播
能量不断上涨。他的新浪微博粉丝已
高达400多万。

“《环球时报》特别重视社评，以前
是由评论组的人写，写完我来改。我这
人较真，难合作，改动会很大，经常最
后留不下几个字。所以就换了一种
方式，他们提供材料，我口述，负责写
的那个人做记录。”胡锡进说，他讲述
时记录的人可随时提出不同意见，他
也经常问“对不对”，“他要是说‘对’，
我就心里踏实些，他要说‘不对’，就谈
他自己的想法。”

“以前一天写一篇社评，后来改成
一天写两篇社评，一篇讲国内一篇讲国
外。程序是上午先给我报第一篇的选
题，报完选题助手去准备材料了。第二
篇选题是下午四五点钟再定下来。我
口述是在下午七八点钟开始，再晚就来
不及了，一般到晚上 11点左右完成两
篇评论。”

胡锡进说，白天有大量事务需要处
理，这种状态持续六七年了。他坦言，
写文章很累，有时到了晚上真不想写，
但他又不停告诉自己“得写、得写”，基
本没断一天，“昨天吃罢午饭后，我写了
一篇，下午参观过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和
郑报融媒后，又完成了一篇”。

这些年下来，也让他有了很多收
获。胡锡进相继推出了《胡锡进论复
杂中国》《胡锡进论激荡世界》等图
书。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为中国和
平崛起喊的号子”，“在众声喧哗的
时代，我留下了一个属于我和《环球时
报》的声音……我不是战略者，是个码
字的小工匠”。

在他的微博上，赞同他的人很多，批评
他的人也不少。

“我很留意微博上的跟帖，虽然我认为
很多时候这种批评并不完全都是理性的。”
他说，自己当然做不到每条都看，因为他的
日常事务也挺忙的，但他们大致说什么，他
是知道的。“你选择了使用微博，那随之而
来的各种遭遇都应该坦然接受，谁都有说
话的权利。”

“这很正常，不必在意，经常被拍砖，都
习惯了，我的承受力也强了。”胡锡进说，骂
声没有赞美声那么让人开心，但对他是一
种监督，“负面评论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我

的态度。”
他确信，支持他和《环球时报》的人更

多，“要不报纸不会发行量那么大”。
胡锡进毫不避讳地向郑报融媒记

者透露了一组数字：“《环球时报》目前
的发行量依然有 100多万份，是发行量
很大的市场化报纸，而且环球网每天的
浏览量在 1500 万左右，高的时候能达
到两三千万，《环球时报》借助互联网产
生了巨大影响力，同时文章被众多媒体
转载后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而所有
这一切都构成了《环球时报》品牌的影
响力。”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道路上，作为一
名资深媒体人，他始终没闲着。2015年
11月，他的时政脱口秀——《胡侃》正式
播出了，在优酷等视频上的点击量“噌
噌噌”地往上蹿。目前，他还在一家电
台上开辟了《胡言不乱语》栏目，他又成
了一个“主播”，面对天下大事，视角犀
利地点评。

在他看来，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认知
方式，文字的表现力受到了稀释，所以自己
想做一些尝试，把文字和影像结合起来。
“媒体融合大势所趋，也是所有媒体现实发

展的迫切需要。”他表示，现在世界各国媒
体都在进行媒体融合发展的探索，“世界知
名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也在衰
落，随着互联网发展，传统媒体如果不与互
联网结合就难走动。”

胡锡进坦言，自己在《环球时报》工作
了 21 年，“再过几年，就要在这儿退休
了”。目前，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过归结
起来就是一句话：“必须开拓，对社会贡献
我们的价值，对社会进步产生我们的推力，
这样才不会心存遗憾，对得住自己和这个
浓墨重彩的时代。”

“如果不发声，中国会吃亏”

“我不是战略者，是个码字的小工匠”

“谁都有说话的权利，被拍砖不必在意”

“必须开拓，对社会进步产生我们的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