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风貌
2021年9月11日 星期六
E - m a i l ：jizhegaoyang@126.com
联系电话：（010）881469608 责编/修菁 校对/马磊 排版/王晨

本报讯（记者 修菁）“民族情·两岸缘”第三届KID-
SPOWER沈阳·新竹双城儿童艺术交流展7日在沈阳嘉里
城开幕。开幕式上表演了儿童舞“和平鸽”、两岸少数民族歌
曲合唱等节目，还举行了两岸书画作品捐赠仪式。

据悉，本次展览为期14天，分为“乡土中国”“四季·家园”
“窗的尽头是大海”“清澈的眼睛”“墨上花开彩云归”“KID-
SPOWER的‘爱’”六个单元，共展出青少年儿童画作300幅，
装置艺术7件，两岸书画作品40幅。

KIDSPOWER沈阳·新竹双城儿童艺术交流展已经连
续举办三届，吸引了来自沈阳和台湾两地的众多小画家们
参与。画展策展人、沈阳市台属联谊会副会长张贤宁表示，
希望通过绘画搭建两地青少年间的沟通桥梁，让两岸少年
儿童畅游于博大精深而又美轮美奂的艺术海洋，感受中华
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三届沈阳·新竹双城
儿童艺术交流展开幕

日前，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
在两岸民间信众无数，尤其在台湾民间
拥有极高信众威望的延平郡王信俗获
选。延平郡王信俗在台湾有怎样的沿
革？本期我们邀约闽南师范大学台籍民
俗学研究者李姿莹撰文，谈谈延平郡王
信俗在台湾。

■ 从此，台湾有了“延平郡王”

延平郡王即海峡两岸民众共同景仰
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其郡王名号是由明
永历帝所封。1661 年，延平郡王率军两
万余名自金门料罗湾出发，进军台湾，
奋战 8 个月，于 1662 年登陆台南鹿耳
门，迫使荷兰侵略者投降，使台湾回归
中国版图。

收复台湾后，延平郡王将台南作为
其军事基地据点，进行反清复明的准
备，同时，他也积极建设台湾，其从闽
粤沿海带来的大量兵俑，后来就成为台
湾闽粤祖籍后代的先祖。笔者硕博就读
的学校——台南成功大学，其名就取自
延平郡王的名字。由此，也可管窥他在
台湾所受的尊敬程度。

延平郡王信俗在台湾的发展，由
家族、官方和民间三支组成。家族一
支即郑氏家祠。据史料记载，在延平
郡 王 去 世 后 的 第 二 年 （1663 年）， 其
子郑经在承天府宁南坊立有祠庙，为
其建立郑氏大宗祠堂。台湾归入清廷
版图之后，更名为昭格堂，台湾光复
后又更名为郑氏家庙，现位于台南市
中西区忠义路。2002 年正式更名为郑
成功祖庙。

官祀的郑成功庙，则因牡丹社事件
（发生于1871年，台湾历史上一起著名的
海难－编者加） 后，清廷派沈葆桢巡按
台湾，其上书清廷请准予台湾民众奉祀
郑成功，将开山王庙改建为延平郡王
祠。1875 年，延平郡王祠列入官方的祀
典，享春秋二祭。后来，日据时期，延
平郡王祠又被更名为开山神社。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又更名回延平郡王祠。

延平郡王祠经历台湾政局飘摇，但
依然保存完好。祠内有一棵梅树，相传
移植自郑成功旧宅，乃郑氏手植。现
在，这棵梅树为枯后新植，但仍能引人
思古之幽情。

除了家庙、官祀，郑成功信俗在台
湾还有一支民间自发祭拜力量。据史料
记载，清廷统治下，百姓虽不敢大肆公
开祭拜延平郡王，但会假称其他人物的
方式，以躲避清廷政府的控制。走在台
湾各地能看到不少以王爷庙具名的庙
宇，即是祭祀延平郡王的。其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是台南的大人庙。这里所祀
的主神为朱李池三王爷，实则为郑氏三

代人。相传郑成功因获明朝隆武帝朱聿
键赐国姓为朱，故称朱王爷，名字中的

“李”即二代延平王郑经，因在闽南语发
音中，李和二很相似，故称郑经为李王
爷；名字中的“池三王爷”指的是郑克
臧，因郑克臧死后入海不沉，浪涌回
岸，故在闽南民间以“池王爷”指代他。

■ 信众心中的神奇“延平郡王”

据史料记载，清朝时，全台有 36
座以延平郡王为主祀神的庙宇。日据时
期，有 57 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台约有百座主祀为延平郡王的祠庙，
可见延平郡王信俗在台湾的影响力。

延平郡王信俗之所以在台湾民间知
名度与影响力甚大，民间传说广为流
传是重要原因。台湾民间流传的有关
郑成功的传说，大多与其行军故事有
关。具有代表性的，如郑成功为解决
大军所需的军粮，正苦于找不到办法
时，得佛祖示喻，在大岗山佛祖庙后
的岩穴之中，寻得给养大军所需的相
当数量的米粮。后来大军在行进中又
需要水源，郑成功遂拔剑凿地，甘泉
从 地 下 奔 涌 而 出 ， 于 是 在 台 湾 就 有

“剑井”又称“国姓井”。
在台湾还能找到很多因郑成功的

传说而留下的地名。比如台湾宜兰东
面的海面上，有一个岛叫龟山岛，其名
字就源于郑成功当年行军至此海面的一
个传说。据说，当年郑成功带兵行军于
此，有大龟精在吐雾迫近海岸，行将要
吞没郑军之时，郑成功对准龟精射了一
箭，龟精立马沉到海里，过了一段时间
后浮出，就变成了龟山岛。

除此之外，郑成功的宝剑也跟他具
有传奇力量。相传郑成功大军行至台湾
北部，听闻鱼精作怪，但鱼精常躲藏于
潭底难以攻击，于是郑成功便将他的宝

剑投入潭底，便再无鱼精作怪，但因宝
剑过于神奇，投入潭底后每逢阴历十五
夜里，潭里会浮出剑光，如果有船驶过
剑光之上，这艘船就会被劈成两半。

在台湾，有关郑成功的前身有多种说
法，最多的即是东海鲸鱼转生，郑成功
之母生产时未及回房，即在滨中巨石产
子 （现长崎平户儿诞石），因此郑成功善
于海战，东归而亡，郑成功生于荷兰人
占 领 台 湾 的 1624 年 ， 亡 于 收 复 台 湾 的
1662，仿佛像是为了驱逐荷兰人而生，更
平添了几分传奇性。

■ 延平郡王“活”在信众生活中

为了解决兵勇大量的粮食需求，当年
郑成功在台湾实施军镇屯垦制度，现在
在台南、嘉义、高雄等地区，仍可以找
到许多带有“营”字的地名，如新营、
林凤营等，皆是郑成功建设台湾时期，
沿袭而下的地名。可见，台湾政界和民
众，对郑成功一直是认可的。

从郑成功之后，台湾正式归入汉人政
权管辖，郑成功把台南的承天府作为政
权中心，承天府以北定名为天兴县、以
南定名万年县，由此开发台湾。由于郑
成功与台南渊源的深厚，在闽南地区盛
传郑成功“五马朝江一马回”的传说，
到了台南即转变为当地的地景特色，也
可以看作是“延平郡王”信俗在两岸民
间融合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

台南中西区的“五条港”区域，是旧
时台南府最重要的商业门户，这里有五
间坐东朝西的庙宇，即意即“五马朝江
一马回”中的“五马朝江”，这五座庙宇
分别为小妈祖庙、广安宫、开基武庙、
开山宫、水仙宫，它们就如神明一般看
向港口，庇佑来往于此的船只与人民出
入平安；而“一回头”，则指的是这里一
座坐西朝东的药王庙。

延平郡王的忠义正气不仅留在台湾民
间 传 说 中 ， 也 留 在 了 台 南 民 众 的 日 常
中。清明春卷是闽台都有的节俗饮食，
而台南的春卷中有一种特殊配料是其他
地方都没有的，即皇帝豆。这种食材的
名字由来是相传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
下令将皇帝豆包入春卷之中，意为吃掉
清朝皇帝，这大大鼓舞了将士士气，由
此在台湾，这一节庆饮食风俗也流传下
来。在台南民众看来，如若在清明春卷
中没有吃到皇帝豆，好如没有吃到正宗
的家乡味一般。

除了春卷皇帝豆之外，台南地区还有
一个因郑成功忠于明室而留下的风俗，而
他的忠义遗风也深深影响了这里的人民。
在台南，每当明崇祯帝殉国的农历三月十
九日，都会用“九猪十六羊”糕点祭拜。
而在当时，为了躲避清廷政府的盘问，民
众只好说是祭祀太阳公生辰，所使用的

“ 九 猪 十 六 羊 ”， 取 明 朝 国 姓 “ 朱 ” 与
“猪”字的谐音，祭品之“九猪”即有“救
朱”或“久朱”的谐音，而“羊”又与

“阳”同音。
有关“九猪十六羊”糕点上的 16 个

红点，有三种民间说法。一种说法是，
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帝亡朝，共有
16 位皇帝，故而用 16 个红点来祭奠每一
位先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糕饼上的
红点是避邪之用，另外还有说法认为，
红色象征太阳并有“朱”的隐喻，如此
看来，三种说法其实都是在彰显怀念朱
明故国的心意。

■ 两岸与延平郡王同血脉

台湾因自明清以来深受延平郡王文化
的影响，其信众无数，并拥有极高的民间
威望。通过让更多台湾信众和民众深入了
解延平郡王的身世、节气，通过信俗文化
之窗，让更多台湾民众生动和客观地体认
闽台文脉共通，也是拓展两岸民间民心相
通的有效途径。

因此，笔者以为，以延平郡王信俗
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为契机，两岸学界层面透过
延平郡王信俗文化，开展更加丰富的课
题交流合作。比如在台湾可深入挖掘延
平郡王对台湾各领域的奠基贡献，如开
展针对郑氏政权统治之下的早期台湾文
治经略史的研究，如台湾的第一间孔庙
是“全台首学”，也是台湾同胞开始走
入科举取士的开端；再比如早期郑氏带
来的兵勇在台繁衍的后代对台湾各领域
的开拓性贡献研究，是他们打下了台湾
早期发展的基础。

此外，有关延平郡王的传说，两岸流
传的版本和对人物的刻画各有偏重，如
若能展开两岸间的对话，相信能为延平
郡王信俗研究添上更为生动的新篇章。

（作者系闽南师范大学台籍教师、
民俗学研究者）

延平郡王信俗在台湾
文／李姿莹

追寻、求知、提升、尝新……回顾刚
刚过去的2021年暑假，5位就读于北京
高校的台湾学生感触良多。不同的选择，
让他们拥有了各自精彩的暑假故事。

“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中央民族
大学舞蹈学院研一学生林家萱说。她大学
本科在台湾学习舞蹈专业，曾来北京交换
一年，她发现“大陆的民族文化继承和发
扬得很好”。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高等院校
开始招收台湾学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年
轻的宝岛学子。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台
生报考大陆高校的热情依然不减。统计显
示，目前在大陆高校就读的台生约有1.2
万人，林家萱便是其中之一。

一年前，为了更好学习民族民间舞，
林家萱从台北来到北京。这个暑假，她也
没有停止练舞，“类型太多了，总想多学
一点”。

“台湾少数民族和大陆南方少数民族
在舞蹈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林家萱说，
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方法相通，她的硕士
毕业论文准备以台湾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作
为研究方向。

大陆高校正加快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办学质量不断提高，不断满足
台生多样化的求学需求。林家萱说，民大
是“双一流”高校，具有民族特色，老师
的教学会将舞蹈背后的文化贯穿其中，

“这是我在台湾没能感受到的”。
中央民族大学往北 5公里的清华园

里，台湾“理工男”陈柏翰正在研发一款
发电设备的监控产品，它可以远程监控新
能源产品电流的传输方向。

“大陆近几年对新能源行业的重视，
引领了我们专业的研究方向。”在这位清
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博士

生看来，清华的实验设施和师资都是顶
尖的，在大陆读书让他感觉“世界如此
之近”。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陈柏翰便与大陆
同学一起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
研究。“申报时，我没有因为台生身份多
交一份材料，和大陆同学没什么不同。”
陈柏翰说。

“31条措施”“26条措施”“11条措
施”“农林22条”……近年来，大陆的惠
台措施接连出台，为台胞带来实实在在的
利益。清华大学港澳台学生学者中心教师
张莞昀介绍，校内有台生400余人，学校
各实践教育平台、就业渠道、职业发展指
导课程等全部向台湾学生开放，台生与大
陆学生享有同等待遇。

陈柏翰不久前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那个时期的历史让他动容。他
说，自己10岁便随父母来到大陆，很庆
幸自己在大陆接受教育，“现在很多台湾
年轻人并不了解中华民族被压迫并争取解
放的历史，真的很可惜。”

暑假里，还有不少台生走出校园，在
大陆各地探索更多样的暑期生活。北京大
学在读博士生林彦辰和弟弟林冠廷利用假
期前往福建，探望未曾谋面的大陆亲人。

兄弟二人的爷爷林文芳出生于福建莆
田，1947年前往台湾，一别就是近半个
世纪。20世纪80年代末，两岸隔绝状态
被打破，林文芳很快便跨越海峡，与大陆
亲人重逢。探亲结束时，他将半张族谱带
回台湾，希望后辈不忘“根”。

这个暑假，兄弟二人携着半张族谱回
到福建老家。见到亲人后，林冠廷说，虽
从未与他们谋面，但倍感亲切，“大家一
起吃团圆饭，聊家族的往事和各自的生
活。”

林彦辰说，感受到大陆
对台胞“货真价实的关
爱”，现在持台湾居民居住
证可以同等申请公派留学资
格，坐火车飞机、办理住宿
也更方便了。

除在学习和生活上享受便利外，大陆
面向台胞出台的实习就业政策也让台生们
对未来信心满满。以北京为例，台湾人员
在京就业不再需要 《台港澳人员就业
证》，使用来往大陆通行证即可参加北京
企事业单位招聘，并享有同等的社会保
险、职称评审、工资福利等待遇。

正在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实习的清华
大学研究生孙若蜜说，和大陆同学一样，
她经历了简历筛选、笔试、面试等多个环
节。“选拔过程很顺利，没有因为我来自
台湾而有什么不同。”

她体会到，大陆的公司对年轻人非常友
好，“不管来自哪里、无论资历深浅，都是

‘以能力论英雄’，只要个人能力和岗位要求
匹配，就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5位台生的“花样暑假”恰如在陆台生
群体的一个缩影。随着大陆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高校办学质量日益提高，一系列惠台政
策相继落实，台生在大陆拥有了成长、成
才、成功的更广阔舞台。

盛夏已过，秋意渐浓。在大陆的沃土
上，这些年轻的身影满怀收获，还将继续
前行。 （王承昊、孟佳）

充实一“夏”
——台湾学生在大陆的“2021暑假故事”

本报讯 (记者 修菁)以“花开并蒂 灯映两岸”为主题的
2021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将于9月16日至10月15日
举办。灯会期间还将推出第二届“昆山妈祖杯”海峡两岸青
年花灯设计比赛、两岸民俗文化交流汇演等一系列两岸交
流活动。

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
牌活动，已形成了“元宵在台湾，中秋在昆山”的常态化交流，
成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盛会。据昆山市台办副主任焦佃玉
介绍，今年灯会举办期间，一系列两岸文化交流融合与互动
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昆山开发区将举办第二届“昆山妈祖杯”
海峡两岸青年花灯设计比赛、两岸民俗文化交流汇演、第十
一届“昆山妈祖杯”海峡两岸慢垒邀请赛、2021“昆山慧聚
杯”台湾夜市美食大赛等八大系列对台交流活动。其中两岸
民俗文化交流汇演将举办15场，台湾夜市美食大赛将举办9
场。通过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增强游客的互动体验，丰富昆
台文化交流内涵。

2021海峡两岸（昆山）
中秋灯会9月16日亮灯

余光中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诗人。他热爱中华传
统文化，他的诗歌《乡愁》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他的经典诗
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
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等，充分体现了浓郁的家国情
怀。他的名字醒目地留在中国新文学史册上。

为了纪念余光中先生对新诗发展和两岸文化交流作出
的贡献，传承余光中先生的诗歌精神。受余光中女儿余幼珊
女士代表全体亲属之委托，由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台湾《秋
水》诗刊社主办，青海宝玉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

“余光中诗歌奖”于日前正式启动，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女士
担任总顾问。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余光中诗歌奖”评奖周期为两年
一届，本次作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15日。评委会将由海
峡两岸的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组成，在收到的所有诗集、
诗歌评论文集中，初选12名入围候选诗人和3名入围候选
评论家，由评委无记名投票评出获奖者。评委会将授予华语
诗坛在新诗创作上成就卓著且海内外诗歌交流方面有突出
贡献的诗人。征稿细则将在诗歌万里行官方网站中诗网和
国际双语网同步展示。

据著名诗人、诗歌万里行总策划祁人介绍，“余光中诗
歌奖”的组织方其实与余光中先生本人颇有渊源。早在
2017年12月，为纪念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诗歌万里行
授予了余光中、贺敬之、李瑛、郑敏、屠岸5位年逾九旬的大
诗人“百年新诗贡献奖”，诗歌万里行诗人代表团专程赴台
湾高雄中山大学，向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女士授予“余光中百
年新诗贡献奖”荣誉证书和昆仑玉奖杯。“百年新诗贡献奖”
也是余光中去世前获知的重要诗歌荣誉。

“举办‘余光中诗歌奖’意义重大。”著名诗人、首届“余
光中诗歌奖”评委会主任叶延滨先生表示，“余光中诗歌奖”
旨在弘扬余光中诗歌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奖掖华语
诗坛的优秀诗人。它将成为一座诗歌桥梁，让大陆诗人和
台湾地区诗人交融于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余光中诗歌
奖的启动，如海内外华语诗坛一座闪耀的灯塔，将引领诗
人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歌。

“余光中诗歌奖”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高杨

中秋佳节将至，在厦门，不少台商纷纷上架新品，用创意
十足的食品和包装盒等，预热中秋市场。记者了解到，今年台
企推出的常温月饼礼盒融入萌趣IP，将富有中秋特色的玉兔
元素融入月饼的样式以及包装上。图为台企元祖食品销售人
员展示其公司新推出的月饼礼盒。 本报记者 照宁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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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延平郡王祠外的延平王骑马像，代表了他在台湾信众心中的伟岸形象。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