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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递

日前就读于天津市一所小学的小台
胞蔡文珊、蔡元熹姐弟共同创作了一封
诗歌体书信《我想告诉你》，向台湾小
伙伴讲述儿童视角下的大陆样貌。

蔡文珊、蔡元熹姐弟生长在一个两
岸婚姻家庭，幼时常年随在岛内的阿公
阿婆生活，上小学后跟随父母到大陆生
活。两岸间的生活经历，让姐弟俩对生
活在海峡两岸的至亲和小伙伴都抱有同
样的惦念和情感，就如姐弟俩在《我想
告诉你》诗中所写：

如果你问我，在天津和台北有什么
不一样？

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天津，这里有
条台湾路；

我的家乡在台北，那里有条天
津街；

大陆和台湾一水之隔，咫尺天涯，
两岸自古就是一家人。

在姐弟俩的母亲郭蓓女士看来，作
为众多两岸婚姻家庭中一员，他们和孩
子都应成为增进两岸彼此了解的桥梁。

“我们每次回台湾，都会给亲友们讲述
大陆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台胞的关爱，因
为我们是最了解也是最有机会接触岛内
普通民众的一群人，如果通过我们能把
大陆的善意传递给对岸，会有效增进两
岸民间层面大家间的相互了解。”她对
人民政协报记者表示。

针对近年来因两岸关系紧张局势
而引发的两岸网友间的误解，也给

“台独”势力有了煽动两岸对立的可乘
之机，郭蓓在痛心之余，认为两岸婚
姻家庭的成员们需要起而行之，为改
善两岸关系尽己所能做些事。这也是
她鼓励孩子们创作 《我想告诉你》 一
诗的初衷，“孩子们想让更多的台湾小
伙伴知道他们在大陆的生活情况，孩
子们都有意愿做联结两岸民间友谊的
桥梁，我们成人也应有这样的意识，
为‘两岸一家亲’种下更多的种子。”
她说。

以下为本报记者与姐弟俩母亲郭蓓
女士的对话实录。

记者：什么机缘让你和在台湾的先
生相识，又是怎样的考虑，一家人决定
留在大陆发展？

郭蓓：我和先生相识于 2001年，
当时他和亲友来大陆黄山旅行，那时我
姐姐刚好也带我去黄山旅行，我们被分
到了一个小型旅行团，可以说，我们爱
情的种子是在那时播下的。分别时，我
们互留联系方式，通过书信、Email、
电话等交流了一段时间，他有时间也会
来天津看我，2005年我们决定携手走
进婚姻殿堂。

把家安在大陆，是我们俩的共识。
我先生大学时，就有意愿来大陆发展，
因为那时大陆的台商投资正值上升期，
大陆经济发展也很快，他认为大陆的工
作机遇和发展环境相对台湾，都有更大
的发展空间。而在那时，他也刚好遇到
了我，就更加坚定了来大陆发展的
决心。

记者：姐弟俩创作的这首诗《我想
告诉你》，背景是怎样的？孩子们为什
么会想到，在今年暑期给台湾小朋友
写信？

郭蓓：孩子们平时和在台湾的阿公
阿婆联系时，经常会给阿公阿婆讲他们
在大陆的生活、学习、旅行情况，台湾
的家人非常喜欢听，他们还会再讲给台
湾的亲朋好友们听。同样，孩子们也会
把他们听到的有关台湾趣事和之前旅行
中他们看到的台湾美景，讲给大陆的小
伙伴们，我觉得这就是两岸婚姻家庭的
一个特色吧，我们是最直接传递两岸美
好的风土人情那群人。

谈到孩子们暑期创作这封书信，最
直接的原因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
访台湾事件，给两岸关系带来了较大的
伤害，孩子们也在新闻中了解了这件
事，看到两岸网友因缺乏畅通的沟通渠
道而造成很多误解，我们也觉得应该从
孩子的视角，让台湾同龄的小朋友更多
了解大陆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于
是就鼓励孩子们创作一些相关的文章，
写一写他们的真实感受，以此来增进两
岸小朋友的了解。

记者：孩子们在创作这首诗的过程
中，顺利吗？有多少内容，是孩子们一
下就想到的？

郭蓓：孩子们一开始想以叙事的风
格去完成这封信，可是写出来又觉得没
什么感染力，于是姐弟俩又想到诗歌，
但小家伙们又不太懂诗歌的格式，于是
我就鼓励他们不必拘泥于形式，只要把
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即可。现在大家
看到的这封信中的问题，都是平时台湾
的亲友过问他们的。

记者：在文珊、元熹姐弟心中，台
湾对于他们是怎样的情感？比如提起台
湾，他们会说那里是爷爷奶奶的家？爸
爸的家？那里留给他们什么样的印记？

郭蓓：台北是小姐弟的家乡，在台
北有他们亲爱的阿公阿婆，他们跟随阿

公阿婆在台北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提
起台湾，他们会说，那里有我们最爱的阿
公阿婆、有我们喜欢吃的美食、有我们爱
看的台北夜景、有我们喜欢玩的垦丁海
边，还有我们喜欢的台湾小伙伴。

记者：为什么想把孩子们写的这封书
信，通过媒体发布出来？其中又蕴含你们
作为两岸婚姻家庭的父母什么样的情感？

郭蓓：孩子们想让更多的台湾小朋友
知道在大陆的真实感受，他们愿意做联结
两岸民间友谊的桥梁，让两岸的小朋友有
机会增进彼此的了解，种下“两岸一家
亲”的种子。我们作为众多两岸婚姻家庭
中一员，认为不仅是孩子，我们成人也应
成为增进两岸彼此了解的桥梁。我们每次
回台湾，都会给亲友们讲述大陆的发展，
以及国家对台胞的关爱，为祖国统一事业
尽己所能。

近年来，因民进党单方原因，两岸关
系陷入紧张，也引发两岸网友间的矛盾和
误解，更让“台独”势力有了煽动两岸对
立的可乘之机。我们作为两岸婚姻家庭，
看到这种局面很痛心，十分希望通过我们
的一己努力，能为改善两岸关系做些事。
因为我们是最了解也是最有机会接触两岸
民间的一群人，如果通过我们能把善意传
递给对岸的同胞们，并有效增进彼此间的
了解。

记者：在当前两岸关系下，你们和岛
内亲友联系多吗？你了解的岛内亲友对于
两岸关系的态度是怎样的？

郭蓓：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关系，我
们有两年多未回台湾，十分思念那边
的亲友。目前我们多是通过视频联系
公婆，知道他们平安健康，我们也会
心安一些。我们台湾的亲友也是坚决
反对“台独”，认为台湾不应该成为西
方世界对抗大陆的一颗棋子。两岸民
间应该多增进交流、多一些沟通渠
道，相信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
好自己的内部问题，不需要外来势力
来插手两岸关系。

天津小台胞致信台湾小朋友：

把我看到的大陆讲给你听把我看到的大陆讲给你听
本报记者 修菁

蔡文珊、蔡元熹姐弟俩 受访者供图

展开一张台北地图，你会发现，南京东路、杭州南路、
重庆北路、汉口街……台北市以大陆城市命名的街道数
不胜数。住在台北，一日轻松走遍中国“大江南北”。

有种说法是，台北居民“住在中国地图里”。台北市道
路的名称与演变，浓缩了台北的城市发展史，不仅能看见
台北都市发展的轨迹，还能一窥属于这座城市的老故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国民政
府下令将台湾街道具有浓厚日本殖民色彩的“町”改成路
街。1946年，一位上海建筑师郑定邦来到台北，被赋予重
新命名台北市道路的重大责任，他决定用一张中国地图
为台北街道命名，沿用至今。

郑定邦命名时，参照了之前上海街道的命名思路，即南
北向街道用中国省名、东西向则是中国的城市名称。如果对
比上海的道路名称，可发现台北市的街道相当有规律。

当时的地图中心点位于昔日台湾最高行政机构所在
地忠孝东路与中山北路口，以此为中心将台北市分成四
大区域。例如宁夏路、太原路这些西北地区的地名，就位
于在中心点西北方的大同区；长春路、吉林路这些东北地
名，位于中山区；桂林路、西藏路等地名，就在台北市西南
隅的万华区。

笔者住地附近一带靠近松山机场，就有很多以东北
地名命名的街道，富锦街、敦化路、通化街、辽宁街……其
中，富锦街因为道路宽敞，林荫掩映，吸引了不少创意品
牌和咖啡店等进驻，已经成为台北有名的“文青一条街”。

据台湾有关部门最新统计，台北大大小小的路街共
有600多条，忠孝东路最长，富山路最短，仁爱路最宽，伊
宁街最窄，长短相差200多倍，宽窄相差50倍。分段多达
7段的忠孝东路，从台北车站一路往东绵延至南港，横跨
中正区、大安区、信义区及南港区，沿途形成许多带状商
圈，例如东区、信义计划区及敦南商圈等，有1.3万多家店
铺，是台湾最繁华的街道。

有歌曲唱道：“忠孝东路走九遍。”实际上走一遍下
来，恐怕就不容易吧？

台北不少有名的夜市，也是以大陆地名命名，比如饶
河街夜市、辽宁街夜市、宁夏夜市……台北车站附近的宁
夏夜市，就是当地居民最爱去的夜市之一，美食众多。曾
经有台湾青年去宁夏旅游，饶有兴味地制作了“宁夏的夜
市和宁夏夜市”的视频，将两地夜市进行比较，非常有趣。

随着时代变迁，台北的城市板块不断扩大，而这些中
国特色的街道名称保留下来，成为印刻在台湾老百姓记
忆里的乡愁。 （易水寒）

漫谈台北街道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8月 16日，一首由两岸青
年共同创编的抗疫歌曲《厦门就是厦门》一经在网络上
首发，就受到了各界的关注。

“大陆的抗疫速度让人佩服，厦门是我们生活的地
方，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来袭，我们改编献唱《厦门就是
厦门》，希望与厦门人民一起抗击疫情。”歌曲创编者之
一、台青赖赖对人民政协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这首抗疫歌曲《厦门就是厦门》由厦门市
集美区政协委员、聚融壹家台青双创基地执行长左星星
发起两岸青年共同创编而成。歌曲从创编到录制，只花
了3天时间，共有30余名两岸青年参与歌曲的录制。

“这首歌曲部分歌词选自很有活力的《鹭岛春潮》
这首歌，春潮寓意希望和花开，同时融入闽南乡音和台
式rap。”左星星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在这次厦门局部疫情中，很多台胞纷
纷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抗疫，有不少台胞投身抗疫志愿者
队伍，在采样点引导人群、维持秩序，有的则参与到信
息输入这个环节，助力厦门抗疫。

“疫情面前人人有责，我们来自台湾，但也生活在
这里，疫情来袭，我们要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守护
我们共同的家园。”赖赖说。

两岸青年携手创编歌曲《厦门就是厦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创造中转
化，在创新中传承。我们要在教材、教育
中下功夫，消除台湾青年人对传统文化的
隔阂，在‘一眼千年’的文化吸引中，形
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崇敬。”日前，在
由全国台联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
体‘舞’论坛”上，台湾汉唐乐府创始人
陈美娥对人民政协报记者表示。

南音是闽南语系特有的音乐，在大陆
叫“南音”，在台湾则称“南管”，为流传
闽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音乐。19岁时陈美
娥邂逅南音，30岁创立“汉唐乐府”，到
今年与在她心中“最细腻、大派、雍容”
的南音艺术相伴40个春秋，在复活、传
播中国南音艺术中，也为中华传统文化传
承拓宽了跨越海峡的回家之路。

■初识后浸入

中国南音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在
历史的长河中伴随民族迁徙融合产生，是
中华民族发展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写照。中
国南音自两汉中原移民带入闽南并与当地
民间音乐融合，起源于唐，形成在宋，发
展于明清。陈美娥在台湾广播电台主持工
作中初识南音，后经辗转日渐深入。

“还要感谢我的听众，他们给我写信
说，在我的节目中可以听到各种台湾民

谣，但唯独缺少南音。于是才去了解南
音。”后来陈美娥到东南亚国家，发现在
那里很多地方都保留着南音和南音乐馆，

“让我更加感受到中华文化强劲、澎湃的
生命力。”

从初识南音到今年，陈美娥浸入南音
研究和推广已有40年。这40多年中，她
从了解南音、投入感情到倾注心力，不遗
余力守着不被大众所知的中国最古老的民
族音乐。

“中国戏曲和音乐，这种现场艺术，
自古文人不重视，艺人口耳相传，无谱无
记，失传甚多。在朝廷演奏的照说是主
流，但在政治永远干预文化的传统下，弃
绝得更彻底。这也就是为什么唐朝音乐，
在今天中国找不到了，但史籍里唐代《十
部伎》流传到日本的那一部，还完完整整
被保存成为日本雅乐，使研究唐朝音乐的
音乐学者必须到日本去。同样的情形，宋
朝的音乐中土已不复存，而保存的分支却
在今日的韩国。她说越是了解南音的来龙
去脉，越是为今天南音竟然不为国人所知
而遗憾。”中国南音的传承从何处来？在
陈美娥看来，这是传承、发展中国南音的
基础问题，也是正本溯源、赓续文脉、传
播中华文化的学术要求。

面对南音在台湾地区凋零的状况和整
体研究情况，陈美娥感到深深地忧虑，

“在大陆，中国南音还在吗？是不是和台
湾一样奄奄一息？”1983年，她在兄长的
支持下，创办了“汉唐乐府”，更坚定了
证明南音承自汉唐的信念。

“在最初的十年，我们到各地开展田
野调查，在充分调研和梳理历史资料的基
础上，与研究者一道发表论文并且前往欧
美各大学推广和开展交流，将中国南音的
研究成果和艺术技艺传播到世界各地，让
欧美学术界逐步承认了中国南音的发展脉

络，让更多观众接触到中国南音。”同年，第
二届国际南音研讨会在泉州举行，当陈美娥得
知会议云集了各地南音专家要为南音的发展和
弘扬进行调查研讨时，在两岸尚未正式开放的
情况下，她克服种种困难辗转回到了大陆。

■南音是联结两岸文化之桥

“我们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中国南音。现
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可中国的传统文
化，也非常喜爱南音乐舞。”从 1995 年到
1998年陈美娥率团历访欧美、澳洲、东亚、
东南亚等地，让更多人认识梨园乐舞和南
音。此后，她领衔汉唐乐府在创作了《艳歌
行》《韩熙载夜宴图》之后，又创作出了《洛
神赋》剧目，并成为北京故宫建成600余年
来，第一个进入紫禁城演出的台湾艺术团体。

尽管在当前两岸关系严峻紧张的形势
下，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受到了多方面的阻
碍，但在陈美娥看来，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不管遭遇多少
人为干扰阻碍，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
不能断、不能少。“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两岸文
脉是割不断的，两岸关系也是分不开的。台
湾文化的根在大陆，两岸间文化交流无论遇
到多少困难阻碍，都会在中华文化的向心力
和两岸文化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交流互
动下去。”她告诉人民政协报记者。

台湾汉唐乐府创始人陈美娥：

“台湾文化的根在大陆，两岸文化交流不会断，也不会停”
本报记者 修菁

漫步两岸

亲爱的台湾小朋友：

如果你问我，大陆的山是什么样
子的？

我想告诉你，这里的山蜿蜒起
伏，气势磅礴，就像妈妈宽广的胸
怀，包容着保护着她的每一个孩子。

如果你问我，大陆的河流是什么
样子的？

我想告诉你，这里的河流波澜壮
阔，奔腾不息，就像妈妈长长的手
臂，拥抱着滋润着她的每一个孩子。

如果你问我，大陆的生活是什么
样子的？

我想告诉你，这里不仅可以看到
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传承的
文化瑰宝，

也能体会到现代化高科技给生活
带来的丰富多彩与快捷方便。

如果你问我，大陆的学校是什么
样子的？

我想告诉你，这里的老师认真负
责，和蔼可亲，无私地把每一点知识
传授给我；

这里的同学活泼可爱，热情善
良，我们的友情如花儿一样美好如水
晶一般珍贵。

如果你问我，在天津和台北有什
么不一样？

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天津，这里
有条台湾路；

我的家乡在台北，那里有条天津
街；

我在天津可以品尝到台北正宗的
卤肉饭和珍珠奶茶，

我在台北可以吃到天津味道的糖
炒栗子和热腾腾的煎饼果子……

妈妈告诉我，
迷路的孩子只有重新回到母亲的

怀抱，才是安全和幸福的；
如果走错了方向，就再也不会有

温暖和安宁。
爸爸告诉我，
大陆和台湾一水之隔，咫尺天

涯，两岸自古就是一家人，
我们从小就要做一个堂堂正正顶

天立地的中国人。
亲爱的台湾小朋友，有空可以到

大陆来看一看；
亲爱的大陆小朋友，以后一定也

要到台湾去玩一玩。
愿我们架起两岸之间友谊的桥

梁，
传递着两岸的风土人情，传递着

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勇敢、坚
强的美德。

愿我们脚下的每一方土地都能更
加繁荣昌盛！

（小台胞蔡文珊、蔡元熹姐弟创作）

我想告诉你

以“同心同行 青春力量”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
岸青年文化月活动日前在江苏苏州开幕。200余名两岸
青年受邀参加开幕式及8月20日举办的文化展览、文
化沙龙、文旅体验等活动。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龙明彪在开幕式
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受中华文化滋养哺育，具有共
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理念，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实现祖国统一的文化根基和强
大精神动力。只要两岸青年朋友多交往，“台独”谎言
不攻自破，“台独”骗术难遁其形。我们都是中国人的
标识，是流淌在血液中、镌刻在基因里的。“台独”势
力的所谓“去中国化”终将是闹剧一场。我们对中华文
化的强大生命力抱有高度的信心，对台湾同胞深厚的爱
国主义传统抱有高度的信心。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是中华
儿女的责任。希望中华文化代代相传，在世界上的影响
力越来越大。”台湾青年、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简名伟
在开幕式节目中动情地说。

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指导，江苏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苏州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持续至9月底，将在苏州、南京、泰
州、徐州、盐城等地开展30场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陆华东）

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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