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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贾霆山）
“坐上那动车去台湾，就在那2035年，去看看那
外婆澎湖湾，还有那脚印两对半……”轻快的旋
律、高光的画面、飞扬的歌舞、真诚的笑脸，加上
温馨的动漫，让这个仅有4分多钟的小视频，同
时拥有了颜值高、容量大、传播快的特点，成为
河南省孟州市政协围绕大团结大联合高效履职
的生动实践和精彩缩影。

近年来，孟州市政协注重发挥台胞侨胞界
别组的统一战线优势，指导该界别组主动联系
港澳台各界人士，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硕果累
累，许多台胞、侨胞在回乡探亲时都会主动联系
界别委员，在座谈互动中谈家乡变化、话祖国未
来，增进了解、强化共识，台胞纷纷投资建设家
乡。

界别组长赵晓林看到网络歌曲《2035去台
湾》的小视频后，不由生出许多感慨：40万孟州
人民盼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梦想早日实现，
更加期盼海峡两岸同胞早日团聚，何不借此机
会，拍摄一部展示孟州发展成就、展现委员履职
风采、表达人民统一愿望的MV呢？

这一动议很快引起孟州市政协主席郑小标
的关注，他立即组织焦作电视台研讨谋划，166
名政协委员也积极响应，不到半个月时间，一首

“孟州神曲”由此诞生——优美的旋律、激情的
歌舞、亲切的语境，唱出了孟州人民对台湾同胞
同心筑梦、同力圆梦的心声……“孟州神曲”
《2035去台湾》MV在河南省内媒体播出后，各
界人士反应强烈、纷纷转发点赞。

唱响圆梦之州
祈愿两岸牵手

——“孟州神曲”《2035去台湾》创作小记

本报讯（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刘洪
坤）河南省濮阳市作为全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
城，素有颛顼遗都、帝舜故里、中华龙乡、张姓祖
根地之称。自2001年起，已连续22年举办规格
高、规模大、影响广的“张姓始祖挥公纪念大
会”，在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扩大两岸交流合作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9月，河南省清
理和规范节庆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将
该活动更名为“濮阳张姓文化节”，是全国唯一
以姓氏命名的节庆活动。

濮阳市政协作为“濮阳张姓文化节”牵头主
办单位，围绕省委、市委“创新传统文化现代化
表达、具象化传播，优化网上平台设计，强化活
动的统战功能、文化功能、经贸功能，办出水平、
办出特色、办出新意”的要求，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全员参与。在严格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按照

“线上举办”原则，创新开展“1+4”活动，即：张
氏宗亲纪念活动和海峡两岸张氏宗亲联谊活
动、经贸签约仪式、上古文化论坛、海外华侨华
人张氏宗亲联谊活动。

海峡两岸张氏宗亲联谊活动采取“现场+
网络+分会场”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河南濮阳
市，分会场设在福建泉州市和台湾新竹市，来自
海峡两岸的张氏宗亲分别通过视频连线致辞或
发言，共叙亲情、共话友谊、共谋发展。在主会场
和分会场参加活动以及通过手机连线收听收看
视频直播的海峡两岸张氏宗亲达10万余人。中
国国民党十九届中常委、春保森拉天时钨钢集
团总裁廖万隆在致辞中表示，“海内外张廖简宗
亲要秉承始祖挥公之‘创新、担当、协作、忠孝’
精神，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根亲文化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根基。
濮阳将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华张姓祖根
地的血脉文脉，举办好‘濮阳张姓文化节’，加强与
海内外张氏宗亲联谊、交流、合作，推动濮阳根亲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携手同心共创美
好未来”。濮阳市政协主席徐慧前表示。

促进同胞心灵契合
扩大两岸交流合作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4月 28日，第15
届海峡两岸（厦门海沧）保生慈济文化节拉开
序幕。本届文化节通过“线下+线上”联动的
方式，以台湾第二大民间信仰——保生大帝为
媒，以节会友，共同传承悬壶济世、博爱向
善、勤劳自强的慈济文化与精神，进一步加深
两岸同胞的情谊和福祉。

保生慈济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是两岸同胞
的优秀文化遗产。400年前，保生大帝信仰伴
随颜思齐开拓台湾广泛传播，成为两岸民间交
流、往来互动的重要纽带。2006年以来，厦
门海沧区已成功主办了15届海峡两岸（厦门
海沧）保生慈济文化节。

本届活动以“云端相会敬慈济·同心携手
两岸情”为主题，举办保生大帝文创作品网络
投票大赛、两岸研学课堂、保生慈济知识有奖
问答等一系列覆盖线上线下的配套活动。其
中，通过“保生慈济文化节VR平台”，不仅
能够观看本届活动的线上启动仪式，还有“保
生慈济文化节历届盛况回顾虚拟展馆”“两岸
非遗文化虚拟展馆”等虚拟场景可供两岸民众
回顾文化节历届盛况，了解多元非遗文化。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保生大帝文创
作品网络投票大赛发动许多台湾高校大学生群
体、宫庙信众参与其中。

第15届海峡两岸（厦门海沧）
保生慈济文化节举行

居家忙完一天的工作，待太太孩子熟睡
后，叶曜维又赶紧打开电脑，戴上耳麦，忙
着剪辑《心跳声·稻香》MV。

“爱与美好正在春日发芽，我们想唱首
歌给你听……”

“妈祖永恒，我们世世代代的虔诚……”
“这首歌的曲调和歌词都很温暖，虽然

出镜的伙伴们没有专业的嗓音，因为录制
时间紧迫，有的还有些跟不上歌曲的节
奏，但大家发自内心地用心歌唱，让深夜
里的我几次热泪盈眶。”作为这首MV的志
愿剪辑师、住沪台胞叶曜维对人民政协报
记者表示。

“面对疫情滋扰人心，我们认为，妈祖
精神的核心——择善勇敢、互助友爱，正
适合此时的大家，我们要为上海的同胞力
所能及做些什么，希望我们从心底唱出的
歌，能带给周围的人以力量。”谈到发起创
作并录制这首暖心MV的初衷，“默空间”
主理人、住沪台胞杨妍蓁向人民政协报记
者介绍说。

目前这首由住沪30余位台胞自发参与
录制的MV，上线一周来在沪上台胞圈广为
传播。

■“特殊时间用妈祖精神温暖来
自两岸的你我”

“MV制作出来后，第一时间我就分享
给台湾的亲友看。他们看后除了感动，也知
道我在上海被好多的好朋友照应到，也就放
心我只身一人在上海打拼了。”《心跳声·稻
香》MV志愿参与者、住沪台胞张致涵告诉
人民政协报记者。

据杨妍蓁介绍，《心跳声·稻香》MV
的主旋律改编自台湾歌手蔡依林的一首经典
歌曲《台湾心跳声》，歌词由上海非遗妈祖
文化文创展演空间“默空间”的志工集体创
作。

如果没有上海这场突然而至的新冠病毒
疫情，“默空间”计划于4月23日即妈祖诞
辰1062周年这一天，推出“无惊·千年非
遗妈祖文化洋流展”，以表达对妈祖精神一
路陪伴前人择善笃行、勇敢出发、突破万难
的感恩之情。但突然而至的上海全域静态管
理，让这场展览只能延期。

“大家能如此齐心协力，3天内就各自
居家录制完成了《心跳声・稻香》组曲视
频，然后上传给我们，也让我对‘默空间’
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在志工心中默默累积下
的彼此间的信赖和默契，有了新的认
识。”杨妍蓁说，知道展览不能如期举行的

消息后，她即和默空间尤克里里兴趣班班
长、在沪台胞黄庭虹在线上商量，“我们是
不是可以邀请愿意一起以歌送暖的住在上海
的台湾朋友，大家一起向妈祖献上我们的一
份生日礼物，同时也用歌声寄望常来默空间
的伙伴们能守望相助，一起度过这段特殊的
日子，早日再相聚。”

最终，MV《心跳声·稻香》以“默空
间”志愿者为主，呈现了 30位台胞的歌
声，“合唱队伍在一天内成团，接下来就是
选歌、填词、录音乐母带、录前说明会等工
作……”为了让音乐更有感染力，杨妍蓁还
邀请了住在四川凉山的台胞、泸沽湖达祖小
学创办人之一游静芬带领学校学龄前的小朋
友们一起加入合唱。

音乐润物无声沁润人心的力量，往往可
以跨越年龄、地域。MV《心跳声·稻香》
的重要参与者——台胞游静芬身在四川凉山
州盐源县泸沽湖畔的达祖村参与公益办学
17载。“当我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讲给孩子
们听，教给他们唱时他们学得特别快。”在
游静芬看来，

即使孩子们一时不能理解 《心跳声·稻
香》这首的全部歌词也没关系，“他们这次参
与跨两岸、跨年龄的云端合唱经验，相信在他
们的成长中会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他们也许
从此就和台湾这个地方、这里的叔叔阿姨建立
了心理上的天然亲近感。”

■“两岸民众需要能够联结彼此的
活动，让大家有机会在共同的文化场域
中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

经历这段上海“特殊时间”，策划录制
MV《心跳声·稻香》的过程，也让杨妍蓁对
未来“默空间”的发展，有了新的思考。抓紧
居家的清静时光抓紧完善“无惊·千年非遗妈
祖文化洋流展”的展览内容，同时着手策划今
年即将在上海开设的第二个“默空间”……

“平时匆匆忙忙，难得有了一个安静沉潜
的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盘整资源，等待解
封，重新出发。”

在杨妍蓁心中，“默空间”也像是自己在

大陆一个温暖的“家”。
“我发现，越是特殊时间，越能感受到

‘默空间’给予大家的暖。疫情居家隔离期
间，常来默空间的朋友们，大家每天在线上相
互报平安。互助形式常是一人发声，多方响
应，物资互通、信息分享，有时大家因为很是
惦念，还会发起‘云聚餐’，分享自己居家练
习尤克里里的成果，搞搞云桌游活动等等，以
此来帮助彼此缓解离乡游子在特殊时间的孤独
感，相互打气加油。”

自2005年来到上海发展，自诩“上海囡
囡回家了”的杨妍蓁，做过西饼屋合伙人、文
化项目经理，直到 2020 年受邀成为“默空
间”的主理人。

“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安排吧！让我有机会
来分享妈祖文化，传承和继承祖辈的传统。”
杨妍蓁的父亲是位“老上海”，1949年只身到
台湾后，改版前的身份证上籍贯写着“上
海”。随着在沪生活17年，杨妍蓁发现两岸
民众心与心间有天然的亲近感，只是需要一
些能够联结彼此的活动，让两岸民众有机会
在共同的文化场域中去回望、去拉近彼此的
心灵距离。

杨妍蓁介绍，“默空间”从2020年5月对
外开放，两年来已经举办了 70 余场线下活
动，因为活动形式和内容的年轻化，聚集了
千余名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台青，走进空间，
参与活动。同时，主理“默空间”这两年，
也让杨妍蓁对两岸民心相通有了更多的“看
见”和感怀。

“我常感动于一位偶然路过默空间的大陆
民众，走进默空间后，会特别有耐心地听我讲
妈祖的故事，会在导引牌的引导下，参与绕
境、祈福等非遗妈祖文化中代表性的民俗环
节。我和默空间这条路上的很多住户，也都成
了朋友，大家相见打招呼、相互问候。”在杨
妍蓁看来，友善互助、在一起如家人般地互递
温暖、给予思乡的心灵慰藉，正是妈祖文化的
核心。

“不管你是不是妈祖文化的信众，但大家
聚在一起，就如兄弟姐妹，可以倾听彼此，了
解彼此的同与不同。所以我说，妈祖文化是两
岸民间交流的最大公约数，能够成为联结两岸
民间交流的心灵之桥。”也因为经历上海这段

“特殊时间”，让杨妍蓁越发觉察到自己从事这
份事业的价值和心之所爱。

“未来我还是会在大陆发展，虽然短期内
可能艰难，但未来可期，以古鉴今，妈祖的
海洋精神教导我们要突破艰难，迎向挑战，
我相信她的精神暖流会伴我继续向前走得更
好。”杨妍蓁和人民政协报记者分享了当下她
的心境。

上海台胞：以妈祖为歌，温暖彼此
本报记者 修 菁

我曾在两岸媒体工作过。作为传媒人，我始终
看重自己身上“传”＋“媒”的基因和使命，这次我
发起《我们都是刘畊宏》MV的云录制，也是想让
更多台湾年轻人能看到我和目前在大陆发展的台
湾伙伴们的状态。

畊宏兄从事健身运动已经二十几年，这次上
海疫情期间他爆红，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最
重要的，还是他自己个人的努力和积累。

大陆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让大陆成为了全
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依靠专业的健身经验和颇
具特色的视频直播，刘畊宏兄成为了有数千万粉
丝、家喻户晓的大网红。他成功的例子，也充分证
明了大陆舞台的无可限量。

——在沪台籍自媒体人邱庆龄

在台湾，TikToK（抖音海外版）的影响力确实
不遑多让，最近看到的统计数字是，岛内有Tik-
Tok用户300万。我最近在军营服义务兵役，发现
周围的同龄伙伴谈论的话题，也都是抖音、小红书
上的一些热门内容，这着实让我很惊讶。原来不仅
是我，TikToK音乐一响，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变
好了。所以在我看来，在两岸青年中一定还会出现
下一个“刘畊宏”，因为每天刷小红书、抖音等大陆
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我们台湾年轻一代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也甚至成为衡量一个台湾年轻人是
否够时尚、能否跟上潮流的标准之一。

从另一个视角看，有更多像刘畊宏一样的台
湾才俊能受到大陆同胞的喜爱和肯定，难道不是
好事吗？我们最懂彼此，也能相互成就彼此。

——岛内青年黄悦轩

我开始直播时，也有很多岛内朋友不看好，说
我长得不好看，身材也没有那么好之类的。但我从
一开始就非常看好大陆短视频创作这块市场，我
现在取得的一些成绩也可以说明，只要坚持做对
的事情，祖国爱你，爱拼的我们也一定能赢。

——在厦门创业的台籍直播达人王晨懿

如果因岛内不景气已选择“躺平”，因此也接
受不了勇敢走出岛内的我们通过自己努力而发达
了，那么我想和你说的是，勇敢来大陆吧，凭实力
做自己梦想的主人。与其心里念想，不如勇敢迈出
脚去行动。来大陆打拼的这4年，我感受到的是大
陆市场环境的包容、开放和公平，真心建议广大有

志于投身新媒体内容创作的台湾伙伴多来大陆走走
看看，这会让你豁然开朗。

——在武汉创业的台籍影视工作者薛颖穜

疫情导致很多人被迫居家隔离、出行受限。因此
像健身、购物等场景也就慢慢转移到了线上。“刘畊
宏现象”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诠释，体现了我
们年轻一代面对一时困难的心态，抗疫从锻炼身体、
提高免疫力开始，未尝不是我们来大陆发展的台湾
年轻一族可以尝试的一种谋生方式，何乐而不为！

——在厦门创业的台青许忆馨

我记得在学生时期写过一篇作文，题目为《墙与
桥》，主要是让我们阐述人际关系。海峡两岸也需要
一座桥来跨越中间的鸿沟，但岛内却常有人因意识
形态的私利而人为筑起一道无形的“心墙”，造成两
岸间更大的隔阂。刘畊宏兄的例子，也带给两岸青年
特别是台湾青年一个启示，即积极融入大陆生活，实
现个人风采，同时也能够实现个体的价值。而透过各
种介质的新媒体平台和大陆民众做积极的交流，透

由我们的文字、音乐、创意，表达我们的生活的态度，
这些带有希望的火苗会凝聚成一团炽热有温度的内
容产品，我在看来，这个过程也是两岸同胞在“互见”
中进一步擦出火花，增进双方了解的过程。

——岛内青年美杨孝帅Annie

刘畊宏兄这次能火，我认为是件好事，他一直带
给大家正能量的力量，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知道，自
媒体时代只要有好的内容，每个人都会成为时代的
主角，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充满阳光向上力
量的自媒体创作人。

——在桂林创业的台籍自媒体人夏允浩

在刘畊宏之前，两岸各大新媒体平台已有大大
小小的健身主播，刘畊宏兄通过“云健身”短视
频，能在大陆多地因新冠肺炎疫情实行管控的特殊
时间火起来，说明他对市场的敏锐，健身直播已隐
约出现了新流量窗口期，谁能抓住窗口期，考验
的是视频制作者的智慧。

——暨南大学台籍学生王子轩

新闻背景：

4月末以来，在大
陆网络社交平台抖音
上，做健身直播的台湾
艺人刘畊宏火了，他靠
着在大陆网络社交直播
平台上教网友跳健身
操，引发了两岸年轻人
群体中的“刘畊宏男
孩 ”“ 刘 畊 宏 女 孩 ”
热。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他在抖音开设的同
名账号已突破 4500 万
粉丝。

刘畊宏走红，岛内
绿媒不出所料，第一时
间跳出来扮演“柠檬
精”。绿媒代表性媒体

“三立新闻网”近日就
在脸书发文称，刘畊宏
在大陆“全家一起捞，
一场直播直接赚进 56
万 （新台币），这么差
的艺人，在大陆都有市
场！”不过还好，两岸
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看着绿营的玻璃心又一
次碎一地，有岛内网友
安抚绿营道：“刘畊宏
多年来深耕大陆市场，
又赶上此轮大陆居家健
身潮，人家走红完全是
情理之中……”

大陆互联网产业近
年来快速发展，让大陆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互联
网市场，也让更多的台
湾青年选择“登陆”寻
找实现自我价值的舞
台。本期我们邀约几位
在岛内外从事新媒体内
容创作和关注大陆社交
媒体发展的台湾青年，
解构他们眼中的“刘畊
宏现象”。

近日，台湾艺人刘
畊宏通过社交新媒体带
动两岸民众“云”上健身
热，引发同样在大陆从
事自媒体内容创作和热
爱健身的一群台湾青
年的创作热情。日前一
首名为《我们都是刘畊
宏》的MV再掀“云”上
健身热，彰显时代青年
风采。该曲由大陆词作
人卢洪亚作词，方洲作
曲，来自上海、厦门、广
州等地的8位台湾青年
参与录制。 （修菁）

我们就是下一个“刘畊宏”

台青眼

在杨妍蓁(前排左二)心中，“默空间”也像是自己在大陆一个温暖的“家”，她期待着疫情
过去后与“空间伙伴”常相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