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两岸开启交流35周年。35年来，两岸各领域深入交流和互见，重新建
立联结，其中文化艺术领域是两岸深度融合交流的桥头堡。本期起，我们联合中
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开设“亲历者说——我见证的两岸文化艺术交流 35 年”专
栏，约请35年中见证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各领域破冰事件的亲历者，回忆当年那些
破冰的故事，希望对关心关注两岸文化交流史的读者以启迪，给站在两岸文化交
流潮头的年轻一代以力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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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递

本报讯 （记者 修菁） 11
月1日，弘扬摄影中华文化交流
会暨第三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
颁奖活动在浙江美术馆举行。来
自两岸摄影界专家学者、青年代
表及参展嘉宾等共聚美丽的西子
湖畔，用影像表达“中华语
境”，以文化交流实现心灵契合。

作为两岸影像界竖起打造的
一面鲜明旗帜，海峡两岸影像文
化周自2020年至今，已连续举办
三届，具有广泛影响力，受到两岸
摄影人和摄影爱好者的热烈追捧
和普遍赞誉，已逐渐成为浙江省
两岸交流活动的一张亮丽“名
片”，体现了中华摄影文化独特的
魅力和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传承
创新，是新时代两岸中国人的责
任和使命。”浙江省委常委邱启
文表示，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摄
影界、文化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积极探索有效途径，不断拓展和
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打
造“诗画江南，活力浙江”，携手绘
就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为凝聚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
神力量、共同铸造中华文化新的
辉煌作出更大贡献。

“继承弘扬中华文化，是两
岸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浙江
省台办主任庄跃成说，第三届海
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举办之时，正
逢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胜利召开，东方巨龙的腾
飞，万众瞩目，举世关注。“中华
文化是我们的智慧之泉，精神之
源，也是艺术创作的不竭宝库，
在摄影中不断寻求革新与突破，
已成为滚滚向前的涌动力量，必
将越来越壮阔。”

据悉，作为海峡两岸影像文

化周的保留项目，本届“光影瞬
间·映像两岸”摄影作品展共收
到来自两岸 85位摄影家的 278
幅不同艺术风格与特色的摄影作
品，为两岸摄影爱好者呈现出一
道丰盛的视觉盛宴，置身其中，
仿佛能听到作品中讲述的新时代
两岸故事新篇。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海峡
两岸影像文化周的活动，景色秀
丽、湖光山色的杭州让人印象深
刻。”台湾“中国海峡新闻网”
记者宋和修说，作为一名摄影爱
好者，与浙江当地的民众一同欣
赏着展馆内悠然浩瀚、气势磅礴
的作品，震撼之余，也深刻感受
到两岸同胞的智慧。“海峡两岸
影像文化周活动的举办，对于加
强两岸中华文化精神之源交流创
作，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说。

“‘家’这个主题让人有一
种天然亲切感，有了祖国这个

‘大家’，才有两岸同胞的‘小
家’，通过对‘家’的理解，也
让我对祖国大陆更加憧憬和向
往。”浙江传媒学院台生张允鸿
自称自己是一个住在上海的“新
上海人”，他五岁跟随父母来到
祖国大陆，在华东政法大学附属
中学度过了初中和高中生活，其
间曾回台湾求学两年。在他看
来，作为本次海峡两岸影像文化
周的一项重要活动——第四届海
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以“家”
为主题，搭建两岸大学生用摄影
语言思考和表达自身与“大家”

“小家”的空间与情感关系，用
镜头记录在两岸生活的印记和温
暖瞬间，能够有效吸引两岸青年
广泛参与，凝聚起两岸影像文化
交流中不可或缺的青春力量。

第 三 届 海 峡 两 岸 影 像 文 化 周 在 浙 举 办

1989年8月11日，台湾“大陆儿
童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诗人林焕
彰率谢武彰、杜荣琛、方素珍、李潼
等一行七人，突破重重阻碍前往大
陆，首飞合肥，随后一行人前往北
京，成为两岸儿童文学界恢复正常交
流的破冰之旅。

1994年5月至6月，大陆儿童文
学界蒋风、洪汛涛、孙幼军、金波、王泉
根、韦苇、班马等一行14人，首次飞越
海峡，前往台北参加两岸儿童文学学
术研讨会，并作环岛访问交流。

1999年9月，“首届海峡两岸儿童
文学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

开，两岸儿童文学教学交流与研究走
向深入。时年98岁高龄的北京师范大
学资深教授、“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
文先生出席开幕式并作题为《儿童文
学与民间文学》的讲话。这之后，北京
师范大学与台东大学连续多年展开了
儿童文学学术交流与研究生理论对话
活动。

1998年 3月20日至23日，由海
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台湾民生报
社共同主办的“1998年海峡两岸童话
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市立图书馆举
行。研讨会主题为“童话的当代
性”，会议共分七场，探讨了两岸童

话创作的现状与变革，论题涉及当代
童话的美学价值、新生代作家的童话
创作、童话的多媒体创作、女性视角
童话批评、童话原著文本与影视改编
文本的比较研究等。

2004年10月17日至18日，由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举
办的“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十五周
年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活动包
括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参观访问等
内容。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1989年8
月台湾儿童文学作家一行七人首次赴
大陆的“破冰之旅”、两岸儿童文学交
流15周年而举行的。研讨会就15年来

两岸儿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交流
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就进一步深化两
岸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交流等论题进
行了探讨。参加活动的台湾学者和作
家还与北京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进行
创作交流及专题座谈。

2009年 11月 9日至13日，由中
国版协少读工委与福建少年儿童出版
社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
流二十周年纪念笔会”在福建武夷山
召开。笔会回顾了自1989年以来两岸
儿童文学界从作家交流、出版交流、学
术交流到实地阅读推广和指导不断
发展深化的交流历程，肯定了在两岸
文化交流中儿童文学交流所发挥的
巨大作用，并就两岸儿童文学的进一
步交流与合作形式展开探讨。

两岸儿童文学界重要交流活动

■ 破 冰

1989年 8月11日，台湾“大陆儿童文学研究
会”会长、著名诗人林焕彰率谢武彰、杜荣琛、方素
珍、李潼等一行七人，突破重重阻碍前往大陆，首
飞合肥。8月12日，出席安徽儿童文学研究会主办
的“皖台儿童文学交流会”。8月17日，赴上海出席

“台湾上海儿童文学艺术工作者见面会”，上海与
会人士有陈伯吹、任溶溶、包蕾等数十人，随后一
行人前往北京。

说来也巧，8月20日这天，我在北京国际展览
中心（老国展）参加“第二届全国图书展览”活动，
忽见洪汛涛、樊发稼老师（两位大陆早期儿童文学
研究者——编者注）带着一帮着笔挺西装的客人
朝我走来，洪汛涛老师见到我，高兴地对那帮人
说：“他就是你们要找的王泉根老师。”

后来听洪汛涛老师介绍，我才知道，这帮客人
是来自台湾的儿童文学作家代表团，他们的这次

“登陆”交流之旅可以算是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
的“破冰之旅”。他们在上海交流后，由洪汛涛陪同
来到北京，与北京儿童文学界进行交流研讨。林焕
彰告诉我，我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上海文艺
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在台湾儿童文学界产生
不小反响，同队的杜荣琛还在台湾《国文天地》杂
志上发表了长篇书评，很希望与我展开交流。正因
有在这次书展上的因缘巧遇，我与台湾儿童文学
界建立了联系。8月21日，台湾儿童文学作家与北
京儿童文学工作者见面，拜访冰心、叶君健、严文
井等前辈，参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返台后，林
焕彰、杜荣琛等人分别在《大陆儿童文学研究会会
刊》第六期（1991年4月期）发表文章，介绍这次与
大陆儿童文学界的交流与大陆之旅。

这次活动成为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破冰之
旅”，为此后两岸儿童文学界的深度交流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1989年底，由我选编的60余万字的《中
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一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传到岛内后获得好评，以林焕彰为评委会主
任的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评委会决定授予我

“杨唤儿童文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于1990年
5月在湖南衡山召开的“首届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笔
会”期间举行。

■ 深度对话交流中的“互见”

自1989年8月，林焕彰等台湾儿童文学作家飞
赴大陆访问开始，两岸儿童文学界开始保持密切沟
通和交流，先后在长沙（1990年）、海口（1991年）、
北京、天津（1992年）、昆明、广州（1992年）、成都
（1993年）、金华、杭州（1996年）举行了较大规模的
学术交流和理论研讨活动，同时还在北京（1992
年）、上海（1996年）分别举行了台湾儿童文学家林
焕彰、桂文亚作品的专题研讨会。1999年9月，“首
届海峡两岸儿童文学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
召开，使两岸儿童文学教学交流与研究走向深入。
1994年5月至6月间，大陆儿童文学界一行14人，
首次飞越海峡，前往台北参加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
讨会，并作环岛之旅。1998年，又有8人组成的团队
再次到达台湾。这些活动都在两岸文学界、文化界、
教育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这期间我常常收到
做成人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同行投来羡慕的目光，他
们感叹我们儿童文学界竟有如此频繁的两岸互访
和交流机会，这在成人文学界是不多见的。

交流是一种对话，是一种探寻，两岸共同的
文化情结和文学课题，已将两岸儿童文学界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岸儿童
文学界恢复对话交流后，双方不但合作出版了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小传》（1992年湖南）、
《海峡两岸儿童文学选集》（1993 年台北、四
川），而且还在对方的少儿报刊上开辟了相关的
专栏。比如北京《东方少年》月刊开设的“台湾
儿童文学作品专辑”、台北 《民生报·儿童天

地》开辟的大陆儿童文学作品介绍等。特别是台湾
《民生报》的桂文亚女士，经她之手，上百位大陆
作家的儿童文学佳作得以在《民生报》上刊载。同
时，由桂文亚女士主导的台湾联经出版社还出版了
包括孙幼军、金波、曹文轩、沈石溪、秦文君、周
锐等数十位大陆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在岛内
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由马景贤先生主编的《儿
童日报·儿童文学花园》以及林良先生担纲的《国
语日报》，也连续不断地刊出大陆儿童文学的作品
与理论文章。

与此同时，两岸儿童文学界还展开多项颁奖活
动，表彰对两岸儿童文学事业作出特别贡献的作家
与优秀之作。例如，大陆已先后有洪汛涛、周锐、沈石
溪、金波、秦文君等十余人获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
或“特殊贡献奖”，北京小作者葛竞还获得该奖的“评
审委员奖”；而台湾也先后有林焕彰、桂文亚、谢武
彰、李潼等多人分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
童文学奖”等多种大陆儿童文学奖项。随着两岸儿童
文学交流的日渐深入，《人民文学》《世界华文文学》
《儿童文学》《东方少年》《儿童文学选刊》《台湾文学
选刊》等大陆多家报刊相继刊发了台湾儿童文学精
彩之作；大陆的一些中小学语文、作文类杂志，也发
表了不少台湾小学生的优秀作文。《文艺报》《儿童文
学研究》《台湾研究集刊》及一些大学学报，发表了一
系列探讨台湾儿童文学的论文，如《台湾儿童文学鸟
瞰》《台湾儿童诗创作概况》《困惑的现代与现代的困
惑——当今台湾童话创作现象研究》等。

■ 以文学为桥，联结两岸亿万小读者和民众

儿童文学面对的是中华民族未来的一代，两岸
作家作品的交流、发表、传播，直接影响着海峡两岸
亿万小读者的精神对话、心理沟通与文化传递。优秀
的儿童文学作品更会深入孩子心田，终生难忘。常常
一位台湾作家的作品在大陆发表，其读者之广，影响
之大，是台湾岛内无法想象的。例如，台湾儿童文学
作家、研究者桂文亚创作的《班长下台》等散文在上
海《少年文艺》发表后，编辑部接到大量小读者的来
信，“桂阿姨”一下子成了大陆小读者关注的热点，而
作家本人也连获1993年、1994年的《少年文艺》小读
者最受欢迎的散文作品第一名。

同时，谈到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影响，不能不提
到1992年的一次征文活动。由台北《民生报》、河南
海燕出版社、北京《东方少年》杂志社联合举办的

“1992年海峡两岸少年小说、童话征文”，是彼时两岸
文教交流中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当年台湾文学
界十多位代表人物，包括林海音、林良、林焕彰、桂文
亚、马景贤、陈卫平等因该活动而飞赴北京。其中林
海音女士是到台湾后第一次回大陆，心情十分激动，
活动期间她还特别去她写作《城南旧事》的北京南城
旧居寻梦访旧。当年5月11日，征文活动的新闻发布
会在北京建国饭店隆重而热烈地举行，时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到会并接见三方负责人，
北京新闻界、文教界、出版界200余人参会，各大报
刊很快报道了这一消息。

经过两岸儿童文学界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共
有800多件作品入选，最后经两岸资深作家、评论
家组成的评委会投票，于当年11月13日在北京公
布评奖结果。大陆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小说《田
螺》、杨红樱的童话《寻找快活林》等38件作品分
获优秀奖、佳作奖，所有获奖作品在两岸同时结集
出版。这次活动的影响之广、参加人数之多，不但
在两岸儿童文学界，在两岸文化教育界交流史中也
是最为成功、最引人瞩目的活动之一。

共建两岸少年儿童的文学殿堂与精神家园，首
先缘于两岸儿童文学界都有着共同的文化情结，这
一共同的文化情结来自大家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关切
民族未来一代精神生命的文化担当，而当代两岸儿
童文学的发展又有着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这些都
使两岸儿童文学界不约而同地共处于一种对话、沟
通的诉求与探索、创新的激情之中。

两岸儿童文学界时隔40年后“破冰”而重新
建立联结，让随后的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呈现日
趋蓬勃之势，无论在出版、研究、评奖、征文、互
访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拓展。“中国儿童文学要提
升，两岸儿童文学要交流，世界华文儿童文学要发
展”，已成为两岸儿童文学界越来越强烈的共识。
通过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界的相互交流和作品传播，
引导两岸少年儿童到同文同源的万里长风中，站在
同根同脉的历史苍穹下，去感应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的脉搏，在由甲骨文字传承下来的民族历史长河里
得到精神的洗礼，使他们拥有一份共同的关于中华
民族的文化情结、关于龙的传人的审美把握，从而
加强与加深两岸少年儿童的精神对话和心理沟通，
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开启文学交流后，
所有同仁的共同初心所在。

（口述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师
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共同的文化情结 共通的交流心愿
——我亲历的两岸儿童文学团体首次双向交流之旅

口述/王泉根 整理/本报记者 修 菁

本报讯（记者 照宁）“学生
刘锡麟系台湾省台北人现年19
岁，在本校学习修业期满……依
中学法第十二条给予毕业证
书”……10月26日，闽台民俗文
化展示馆预开放，该展馆位于厦
门市同安区县衙旧址内。馆内展
出了一张1944年一名台湾学生
自厦门一中毕业的毕业证书。

“台湾与厦门同根同源、同文
同种。一直以来就有不少台湾学
生来厦门求学，这张证书就直观
地反映了两岸一直是互相往来
的，文化也是相同的。”闽台民
俗文化展示馆馆长洪宝塔介绍。

据了解，闽台民俗文化展示
馆内的展品是近30年以来从一
些闽南村落中收集而来，整个展
馆共有3个展区。

走进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
仿佛置身于闽南古厝中，烛台、
油灯、木雕、木匾……这些都是
两岸人家熟悉的生活用品。此
外，展馆内还存放着大量民国时
期乃至清朝的历史记忆，包括钟

表、电话机、缝纫机和服饰等，几
乎每一类物件都有不同时期、不
同造型的展品。

“这座民俗文化展示馆展示
的都是两岸的一些老旧物，这些
老旧物也承载着厚重的两岸民俗
文化，保留好它们，不仅能留住
两岸文化生活印记，也可以让同
根同源的两岸民俗文化更好地流
传下去。”洪宝塔说。

“厦门与台湾仅一水之隔，是
很多台湾同胞的祖籍地，两地人
民血缘相亲，乡音相同，习俗相
近，骨肉情深。展馆内的这些老旧
物就是最好的见证者。”厦门市同
安区社科联主席林永富介绍，为
确保两岸传统文化不遗失，不断
层，今年以来，厦门同安区根植本
地文化沃土，推动闽台民俗文化
展示馆，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
中心等项目落地，让同根同源的
两岸民俗文化更好地流传下去。

据了解，闽台民俗文化展示
馆目前为预开放阶段，将于12月
正式开放。

厦门成立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 留存两岸历史文化

本报讯（记者 照宁）两岸
小朋友眼里的家是怎么样的？
10月25日至11月6日，为期近
15天的第13届海峡两岸少儿美
术大展厦门展在厦门展出，展出
两岸小朋友心中最美好的家园。

本届画展以“艺‘述’家”
为主题，汇聚了两岸及港澳地区
230余幅少儿作品。孩子们以画
笔描述各自对“家”的不同理解
和体验，有的“家”是台东别具
一格的捕鱼季，有的是深夜中灯
光照耀下静谧的福建土楼，有的
则是白鹭翩翩飞的厦门……这些
孩子们的家园共同绘就了多彩中
华的美丽画卷。

“从这些画里看到很多小朋
友笔下的‘家’来自祖国的各
个城市，我觉得生长在这里太
幸福了，好想走遍画里的每一
个城市。我对一幅画着蒙古包
和蒙古特色美食的画印象特别
深刻，看了就好心动，好想去
那里旅游再品尝下当地的美
食。”在画展会上观展的台湾学
生谢子敬说。

除了丰富的童画作品，大展
特邀艺术家李江，以不同形式的
艺术创作，记录并诉说传统羌文
化的原生态，也在传统与现代的
碰撞中思考着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公益部分，大展继推出
苗族、土家族、藏族、白族系列
后，再次携手“蒲公英行动”，
特邀云南省景洪市基诺乡中心小
学的孩子们，以版画形式呈现基
诺族的文化特色，呈现中华多民
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13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
大展策展人周樱介绍，有很多没
有去过台湾的少儿，通过此次展
览看到台湾小朋友的“家”。也
有一些台湾的孩子祖籍是大陆
的某个城市，他可以在画里看
到他的祖籍地，看到他的牵
挂，有的看了会感兴趣会想
去，这就是文化形成的纽带，通
过画表现出来了。

主办方介绍，本届大展还将
在北京及台北、高雄等两岸城市
巡展，讲述更多关于“家”的精
彩故事。此外，主办方还公布了
第14届大展的主题：“光阴的故
事”，并向社会发起征集。

据了解，“海峡两岸少儿美
术大展”是国务院台办对台交
流重点项目，由两岸多家机构
共同发起并推动。自2009年至
今，已成功举办至13届，成为
两岸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水
平高、持续时间长的少儿美术
大展。

230余幅作品亮相厦门 展出两岸小朋友的家

亲历者说

□ 时光机

1998 年 3 月，大陆儿童文学作家参访团在
台东与台湾儿童作家交流。

1998 年 3 月，王泉根在台北参加两岸儿童
文学交流活动，与台湾作家林良、马景贤一起在
会场。

1994年5月，台湾作家参访团访问北京，王
泉根与台湾作家林良、林海音、林焕彰在一起。

台湾《联合报》报道了1994年5月大陆儿童
文学工作者首次赴台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