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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后赴
美先后攻读两个专业硕士，毕业后先在瑞
士一家私人银行香港分行工作，而后接受
邀约“登陆”工作，再到创业，成为北京
女婿，台湾青年罗至善的人生履历代表了
当下相当一部分台湾高级知识青年的人生
选择。

“来到大陆，尤其是过去这十年，你
会发现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智能化
生活便捷度以及营商环境的友好度，都让
人惊叹，确实是岛内不能比的。”面对人
民政协报记者，罗至善用三个“惊叹度”
概括自己的“登陆”体验。

在多个台湾青年交流分享会上，记者
几次听到罗至善使用相同的一句开场白

“我的根在大陆。”问及缘由，他说这是自
1997年随父母首次“登陆”探亲和2021
年自己再次回乡寻根的触动，“时间冲淡
不了两岸血脉亲情，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他说。

罗至善出生于红色家庭，太姥爷是中
共早期党员李季，外公汪永昌是黄埔军校
十五期学员，之后进入中央航校第十二期
并成为第一批赴美国受训的50名飞行员
之一，回国后他毅然投身抗日救国战斗行
列。每每想起当年父辈为了中华民族的存
亡不惜奉献自己生命，他总是心潮澎湃、
肃然起敬！每每想起当年立在中央航校门
口“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
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的校训时，无不令人
潸然泪下、振聋发聩！回顾这段中华民族
的血泪史、反观现在的岁月静好、展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又再一次激
发起我身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爱国心……
在罗至善看来，读懂父辈的选择，才能写
好新时代自己的人生答卷，“作为生活在
当下时代的台湾青年一代，我们要勇作促
统先锋。”他对记者表示。

■ 姥姥口中的太姥爷李季

罗至善的太姥爷李季先生，是中共早
期党员，曾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参与上海共
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由其翻译的《社会主
义史》由蔡元培先生作序，曾被作为彼时
上海各学校选用的国文读本，具有至深社
会影响力。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追忆自
己在1920年看的3本书中，就提到《社会
主义史》。他说：“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
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
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在少年罗至善的印记中，太姥爷李季
是姥姥口中偶尔会提及的“一个特别爱国
家的人”。

“我最早知道太姥爷的光辉事迹，是
在初三备战中考时。一天晚上，姥姥跟我
说，她的父亲李季写了一本书叫《马克思
传》，同时告诉我，太姥爷是中共最早期
的党员之一，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
起成员之一。”罗至善现在回忆，当时的
自己其实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
史，但“心里就觉得太姥爷是一个特别勇
敢的人，同时对家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对太姥爷故事的进一步了解，是在罗
至善2021年回到湖南岳阳平江省亲。“在
那里老家的亲戚把太姥爷当年的很多事迹
讲给我听，让我特别受触动，回京后我又

把太姥爷的三卷本自传——《我的生平》，
好好细读了一番，发现他当时竭尽所能去
翻译和著作，初心就是为了中华民族救亡
图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时代下一个
个体如何以一己专长，将自己的国家推向
梦想的未来？如何在时代的脚步前面做出
一个清醒的年轻人勇毅的选择？读过太姥
爷的这部自传，罗至善找到了答案。

罗至善说，现在的他特别感谢家族父
辈给予他的这些精神基因，“我从心底希
望自己能成为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一分
子，也坚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够亲眼见
证这一伟大荣耀历史时刻！”他告诉人民
政协报记者。

■ 我的根在大陆

作为台湾的外省人，罗至善从小就认
识到自己是湖南人，“因为饭桌上的菜、
长辈们的口音、他们心里记挂的人，都是
带有湖南味道的，都在海峡对岸的湖南老
家。”1997年随父母和2021年带着爱人
回到湖南耒阳老家的探亲之旅，更让他从
心底认定，“我的根在大陆。”

罗至善的第一次“登陆”之旅，是在
1997年。这次充满了舟车劳顿和十分亲
切的寻根之旅，在彼时十几岁的罗至善记
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们先从台北乘飞机到香港，
再从香港坐飞机到广州，之后又从广州坐
绿皮火车到湖南衡阳，又坐了两个多小时
的面包车才到达位于衡阳市耒阳市小水镇
泮塘村的爷爷家。”只是从父亲口中听过
的家乡亲戚，一见面就亲切地搂着罗至善
的肩膀，从未见面的堂弟很快就和自己称
兄道弟玩到一起，餐桌上都是真挚地嘘寒
问暖，夹菜关爱，这一切让小罗至善第一
次感受到，“湖南就是我的老家！这里有

真心爱我的人！”
2021年，已经在大陆创业成家近十

年的罗至善，第二次回到湖南老家。由于
之前在国外求学和忙于在北京创业,他与
老家亲戚联系较少。但在这一年，他忽然
接到堂哥的电话,说叔叔 （父亲的亲弟
弟）马上要过80岁大寿，邀请他回去看
看。于是，他就带着夫人一起回了趟湖南
老家。离1997年第一次随父亲回老家，
时光已过去24年，让罗至善惊讶的是，
当年和堂弟一起拍合影的那个村里的小水
塘还在，20余年未见的亲情也没有随时
间流逝而冲淡。

“堂弟见面就喊我大哥，还拉着我去
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小水塘故地重
游，在小水塘当年的位置又拍了个合影，
这次回乡，我还从姑姑那里得知，爷爷当
时给我们这一辈的每个孩子都起好了名
字，按照‘国家美丽成功’这句寄语的顺
序，罗湘成这个名字是留给我的。”

1949 年罗至善的父亲在时年 9 岁
时，与大爷爷（爷爷的亲哥哥）一家一起
去了台湾岛，从此便与在大陆的父母、其
他兄弟姐妹相隔一条海峡、40余年不得
相见。“我觉得回乡寻祖的好处是，能够
让你从心底更清晰地去认定，自己的根在
大陆，这是客观事实，也更能体会由于历
史原因造成的一家人的分离带给一个家庭
的痛，但就像我和湖南老家的亲戚关系一
样，时间割不断我们共同的血脉、共同的
联结，我们也有共同的愿景，两岸终会统
一，我们是两岸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回乡寻根之旅，罗至善的心底使命感
也被唤醒点燃，他希望自己如父辈一样，
做一名为国家前途更为光明而贡献自己力
量的行动者。担任北京台资企业协会理
事、青年会副会长，积极搭台帮助台湾青
年企业家、创业者融入大陆，“祖国完全

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大势。实现这一愿
景，需要我们年轻一代胸怀国之大者，勇
当促统先锋，同时讲好大陆故事，传递祖
国声音，增进台湾青年一代对祖国的认
同。”他对人民政协报记者表示。

■ 十年来见证祖国向好而生

问及现在如何看待十年前的“登陆”选
择，罗至善用了“无比正确”一词。“我想
不出来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还能见证十年带
给一片土地如此大的变化。”他说。

罗至善的公司落脚在北京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亦庄)，他也把这里当作观察北
京、大陆发展的一个微镜头。

“十年来大陆的营商环境明显改善，
只要你有想法、有技术，这里的政府服务
部门会想方设法帮助你落脚、帮助你实现
自己的梦想。”他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政务服务部门为例，向记者介绍了如果想
注册一家公司，如何一站式服务就能办理
完成相关手续，同时他也是首批申请办理
在京居住证的台胞。

“我现在感受到的是，自己和大陆同
胞享受到基本一样的同等待遇，可以便捷
地买高铁票、申领驾驶证、购买住房以及
后续的小孩入学问题，所以要十分感谢大
陆相关涉台部门带给台商、台胞这些好政
策，让从事不同领域和产业的台胞、台
商、台生在北京能够落地生根，找到人生
逐梦的发展空间。”他说。

学财务金融专业的他，对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一组数字，
也格外敏感和充满期待，“习近平总书记
在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
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
质要求，来到大陆发展十年来，我对这一
点特别感同身受。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
报告中指出，十年我国经济实力实现了历
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
长到114万亿元，翻了一番，经济总量稳
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39800元增加到81000元，也翻了一番。
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
也稳居世界第一，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
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
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
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听到这些振奋人心
的数据，更让我作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倍感鼓舞和骄傲！”他向记者表示。

“登陆”十年，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
的民族自豪感在内心升腾，亲眼见证了祖
国各领域的向好而生，让罗至善作为科技
产业的台湾青年创业者更由衷地期待更多
的台湾青年能够认清历史大势，主动参与
到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来，“如果能带着

‘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实干兴邦’的
奋进精神，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伟大进程中绽放异彩，台湾青年一代的韶
华必能不负时代！”他说。

读懂父辈的选择，鞭策自我不负时代
——台湾青年罗至善的“登陆”十年记

本报记者 修菁

10月29日，37位在京生活、工作的台
湾青年，来到正在北京举行的“奋进新时
代”主题成就展，透过一件件实物模型、一
段段生动视频、一幅幅图片图表，感受大陆
在中共十八大以来十年间各领域取得的非
凡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能见证和助力祖国发展，特别荣耀

“作为一名从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
台湾青年，能够见证并助力祖国大陆的科
技发展，我感到特别荣耀与开心。”本次展
览上的科技领域重大成就让台青苏雍竣无
比激动。他表示，未来，他将与同事们一起
凝心聚力，继续助力祖国大陆的科研创新
发展，争取破解更多“卡脖子”难题。

展览中央综合展区展出的“长江—
1000发动机”模型、神舟十二号返回舱等
展现大陆科技成果的展品也备受观展的台
湾青年欢迎，他们纷纷在此拍照打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台湾学生沈宏叡
对展区中由302张照片组成的“笑脸墙”印
象深刻。今年暑假他曾到四川凉山州昭觉
县三河村考察调研。这座大凉山深处的山
村，以前交通不便、水电稀缺，如今村民住
在政府帮扶修建的新房里，水电暖气、家具
淋浴设施一应俱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

帮扶，为当地民众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
改变。”沈宏叡说。

从小在大陆西北地区长大的台湾青年
丁翊凯也对大陆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就深
有感触，“希望可以用己所学所长，为大陆
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他对人民政协报
记者表示。

希望助力两岸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展厅里侧，一张照片记录了台湾青年
志愿者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供服务的
场景。照片中，青年们对着镜头比“赞”，洋
溢着青春色彩。看到照片，志愿者服务队发
起人、北京大学体育部台湾教师陈文成很
激动，“但更多的是感动。”

北京冬奥期间，10位来自台北、高雄、彰
化等地的台湾青年，组成了台青冬奥城市志
愿者服务队，在北京发起一系列传递两岸元
素的特色活动，吸引市民参与打卡、助力冬
奥。冬奥落幕已有一段时间，陈文成说，他将
在生活中延续志愿服务精神和冬奥精神，也
让更多台湾青年看到大陆的变化。

台湾居民居住证样证出现在展览中，
台湾青年黄柏翔将小小卡片视作融合发展
的见证，“展现了大陆对台胞生活便利程度
的重视，尽可能提供保障”。自2018年申领

以来，黄柏翔通过居住证绑定了公司社保、
领取企业年金，在交通出行等方面也和大
陆同胞享受同样服务。

展厅中，一面色彩明丽的彩绘墙吸引
台湾青年朋友驻足欣赏、拍照留念。此幅彩
绘，左上方书写着“厦门用早点，金门吃午
餐；共饮一江水，两岸一家亲”，也呈现厦金
两地未来通电、通桥的美好愿景。画面中，
厦金风景名胜遥相呼应。在展区留言区，今

年10月刚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台湾交
换生周雨洁写道，“北京我来啦。”台湾青年
张简竹芯则在留言本上写下了“两岸一家
亲”5个字。她说自己从最开始以个人身份到
大陆走访交流到作为交换生来大陆深造，再
到决定定居北京，这段经历让她对“两岸一
家亲”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未来，她希望能
为两岸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期
盼两岸能够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我们也是“两岸一家亲”的受益者
——在京台湾青年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剪影

本报记者 修菁

“咱相聚宝岛台南府城头，过去的思绪，酸甜苦辣，
受尽煎熬……”曲调如诉如泣，字字溢满乡愁的南音曲在
卓圣翔的工作室缓缓流淌着。古稀之年的台胞卓圣翔发白
如雪，他身着洁白的唐装横抱着琵琶缓缓弹奏，弦凝指咽
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这首名为 《相聚在宝岛》 的南
音，讲述一位思念故乡的台湾人与亲朋好友相聚的故事，
曾帮助厦门市南乐团获得第六届牡丹奖节目奖，实现了福
建在中国曲艺最高奖上零的突破。而作曲者，正是卓圣
翔，福建省级非遗南音代表性传承人。

痴迷南音 获评省级非遗传承人

南音也称“弦管”，用闽南方言演唱，被称为盛唐之
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2009 年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卓圣翔出生
于南音发源地福建省泉州，9岁时由兄长卓圣煌进行南音
启蒙，而后师从“南音一代宗师”纪经亩，和人称“厚
仙”和“南管先生”的白厚，一位教琵琶弹奏，一位教南
音唱腔。求学过程中，他不仅日夜苦练琵琶技艺，还如饥
似渴地学习南音作曲的知识与技巧，并跟两位老师一同收
集、整理和保存了南音许多传统曲牌和代表作。

之后在台湾的 30 年时间里，虽生活颠沛辗转，但卓
圣翔从没放弃对南音的热爱，终日埋头于南音的谱曲创作
和南音琵琶的演奏，技艺在积累沉淀中不断精进。他由南
往北，先后创办了高雄串门南乐团、台北奉天宫南乐团，
并在20多所中小学开设南音兴趣班，潜心于南音传承。

南音以闽南话为念唱，唱乡音，唱乡情。每天的念唱
让已在台湾定居的卓圣翔对回乡有着更浓烈的念想。两岸
通航后，卓圣翔重返祖地泉州。曾经的少年已经退去了稚
嫩，在业界以精研南音曲牌、指谱以及作曲闻名，他的南
音琵琶技艺也十分了得，博得了“琵琶圣手”的美名。他
组织台湾当地的南乐乐团到福建巡演，并在 2004 年受邀
担任福建南音网艺术指导，创建南音曲库、录制教学视
频，并在此后多年间与厦门各大南音协会有往来，策划了
多场活动，积极推动两岸南音交流。

2009 年，卓圣翔在厦门定居，仍致力于南音的教学
和传承。2021 年，福建在大陆先行先试，率先支持台胞
申报“非遗”传承人，共评出来自台湾的“非遗”传承人
7名，卓圣翔是在大陆的台胞之一。

“‘非遗传承人’是一种荣誉和认可，其实有没有这
个头衔，我都会把传承南音这件事做好。”他说。

闽台携手谱心曲 共抒两岸一世情

音乐寄情，南音表达的是思乡情愫。在海峡两岸，人
们将酸甜苦辣诉诸词曲。卓圣翔将这种感情融入作品，
2010 年，厦门市南乐团表演的南音 《相聚在宝岛》 获得
第六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专家一致认为，音乐曲调
和乐队编配既完整保留了南音所特有的艺术本色，又较好
地融入了新的音乐元素，从形式和内容上注入新的活力。
而这部作品由闽台南音艺术家首度合作，也是卓圣翔的一
次大胆尝试。

随后有了很多这样的创作，2018 年，卓圣翔依据词
意拿捏曲调快慢，耗费一周的时间为泉州南安的 《郑成
功·祖训》作曲。这部作品从省内一众作品中脱颖而出，
最终获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提名。此外，卓圣翔还受著
名作曲家何占豪之邀，与戏曲梅花奖得主吴晶晶等共同编
创演出大型交响南音《陈三五娘》，对非遗进行创作式传
承，受到各界广泛好评。

今年 5 月，2022 年闽台艺术家南音音乐会在福建举
办，南音四大名曲之一的《百鸟归巢》作为压轴戏登场，
台上卓圣翔弹奏琵琶，他的学生林素梅轻抚洞箫，罗纯祯
奏响拍板，模拟出百鸟争鸣，一时喧闹繁华无两，将演出
推向了高潮。一曲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

“南音是两岸唱不断的乡音，每首南音中都有隔不断
的乡情。百鸟归巢代表游子思念故土，对游子来说，这是
永恒的主题。”卓圣翔的学生、同样也是台胞的罗纯祯说。

免费教学 让南音在“泥土”中生根发芽

千古南音的传承，道路注定是漫长悠远的。但是为了
让这一千年古乐不再曲高和寡，卓圣翔一直免费教学，让
更多的人学习南音。2018 年，厦门翔安欧厝启动“南音
泥土计划”，作为传习老师的卓圣翔，不仅特地花费一年
的时间调研摸底，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而且带着自己的
两位学生，同样也是资深南音老师的罗纯祯和林素梅，一
起在欧厝、澳头开班培训。

欧厝的南音代代相传，有很好的民间基础，虽然缺
少师资，水平参差不齐。但卓圣翔将这里视为是培育南
音人才的沃土。“我知道，来这里学习的很多孩子上初
中后由于课业压力，就没那么多时间学习南音，但在他
们心里播下种子，以后想再重新学习就容易很多。”卓
圣翔坦言。

除了翔安，厦门的思明、湖里两区亦有多个社区常常
邀请卓圣翔执教。几年来，尽管缺少固定的教学场地，有
时借用学生的店铺，有时在寺庙，有时在公园里教学，但
卓圣翔依然乐在其中。“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会坚持免
费教。”他说。

“再怎么样现在的条件都比以往的条件好。”卓圣翔
说。他想起年少时，在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将所学的南
音教授给乡亲们的场景，那遥远的时光、灯光像南音一
样，虽曾远渡千里海峡，却已镌刻在卓圣翔的生命里，生
生不息。

台胞卓圣翔：

乡音难舍“琵琶圣手”传承千年非遗
本报记者 照宁

“
“时间冲

淡不了两岸血

脉亲情，两岸

同胞是一家

人，是谁也无

法改变的客观

事实。”

20212021 年年，，已经在大陆创业成家近十年的罗至善已经在大陆创业成家近十年的罗至善
（（右一右一）） 第二次回到湖南老家第二次回到湖南老家，，为为8080岁的叔叔过寿岁的叔叔过寿。。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