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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递

“看到视频的那刻，很受震
动，同时又很感动还有振奋！江
会长在全国性的会议发言中提到
我们嘉义的乡亲，说明他对我们
的重视和浓厚的感情！”3月 14日
晚间，通过微信电话，台湾嘉义
中埔乡顶埔村震安宫主任委员罗
健志与记者分享一周前全国政协
委员，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
联副会长江利平在全国两会“委
员通道”上讲述他和台湾嘉义顶
埔村村民延续多年友谊时带给他
的感受，“我当时在开车，视讯是
湖北省台联的一位朋友发来的，
看过第一遍，我眼眶就红了，于
是把车停到路边，又把视讯连看
了两遍。”

江利平委员这段铿锵有力又
极具温度的视讯，不仅带给了罗
健志感动，也点燃了顶埔村村民
的心绪。有乡亲看到这段视讯，
和罗健志一样激动，“我们村子出
名了，这是全国性的新闻！”“还
是湖北省台联江会长重视我们、
爱我们！”老村长看到这段视讯也
很激动，“两岸一家亲、同根同
源，就要互相往来，多交流多联
系！”还有的乡亲看过视频，憧憬
起今年来大陆谒祖之旅了，“有江
会长的提议推动，我们到武当朝
圣谒祖，往返一定会更方便、更
快！”还有的乡亲因由这段视频，
回忆起自己对大陆这位老朋友的
印记，“这位江会长大家都认识，
他第一次来村子，到现场的乡亲
他都一一握手问候，我们去武汉
时，他也特别安排了时间与我们
一起见面叙旧。”

在罗健志和顶埔村乡亲们的
内心，他们始终和大陆的老朋
友、湖北的朋友们是“一家人”，

“我们的祖先来自大陆，现在我们
只是隔着一个海峡而已。自从与
湖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交流往来
之后，我们就一直保持友好密切
的互动往来，跟台联内部的工作
人员也都是好朋友，大家彼此跟
家人一样。”采访中，罗健志也与
记者分享了他往来大陆 30年间的
过往和震安宫与大陆的信俗联结。

台湾嘉义震安宫的玄天上帝
来自湖北武当山，先民在清朝时
期奉请神尊渡海到台，在台湾的
宗教活动频繁热络。20世纪 80年
代，当时的执事人员请示玄天上
帝要去进香，玄天上帝指示要到

武当山，但遗憾当时两岸尚不能
开展正常民间往来。时光来到
1990 年，大陆恢复正常民间往
来，震安宫的信众们通过当时的
台湾旅行社渠道，以个体旅游的
身份，成为首批来到大陆的岛内
信俗民众，来到湖北武当山进香
谒祖。罗健志个人的“登陆”之
旅是在 1993年，首站也选择了湖
北，也是到武当山进香谒祖。直
到 2008年，通过村子里在天津发
展的台商、天津市台协原会长罗
文德的牵线，已成为震安宫主任
委员的罗健志与湖北省台联相关
工作人员结识，震安宫与武当山
建立起固定的交流往来通道。同
年，罗健志率村民、信众 40人来
到武当山进香谒祖。此后，每年
农历三月三、九月九，他都会率
村民们前往武当山进香谒祖。湖
北省台联每次组织台胞回台湾省
亲时，也会安排大家到嘉义顶埔
村做客、喝茶、聊天。随着你来
我往的频繁走动，台湾顶埔村的
村民们多少都知道，“我们村有朋
友在大陆、在湖北。”

2013 年，值台湾震安宫建立
60周年之际，大殿扩建。罗健志
带着喜悦，时不时和湖北省台联的
同志分享工程进度照片，让他至今
十分感激的是，在湖北省台联的积

极联系下，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
道长为震安宫题写了“延续武当”四
个字，又制作成匾额，历经数日，穿
山越海，在震安宫新大殿落成典礼
前，如愿运送到了台湾。

“这块重约 20 公斤、长 1.6 米、
宽0.6米的匾额，是大陆道教界朋友
和湖北的老朋友们送给震安宫的深
情大礼，其中传递了台湾震安宫对
武当精神的延续，也承载了大陆同
胞对我们台胞乡亲的手足深情。”参
与亲历了这块寄托大陆同胞深情的
牌匾从产生到运送的全过程，罗健
志对“共同的信俗，让两岸民众通

‘心’”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李道长所提‘延续武当’四个

字，有着重要的寄望，他寄望台湾震
安宫要将武当山玄天上帝信仰文化一
直传承推广下去，同时也寄望着两岸
不只是‘人’同根同源，宗教信仰文
化也是同根同源的。”他表示。

武当山玄天上帝600年神尊曾于
2014年 10月莅台巡境，引发台湾万
千信众沿途顶礼膜拜，盛况空前，
也成功带动了武当山与台湾宫庙的
互动往来。在罗健志看来，两岸有
着很多共同的信俗文化，对于基层
民众来说，参与这类文化交流活动
最有意愿，“因为这是台湾人民最熟
悉的，大家在岛内平时参与这类活
动热衷参与度都很高。”大家走动多

了，心自然就近了。“另外最基层的
社区交流，能够带起一个接一个的

‘一家亲’的感情联系，就像水波涟
漪一样。”他认为，不管两岸关系处
在什么外界环境左右中，两岸基层
层面的常来常往，是任何外力都阻
挡不了的“一家亲”情感内需的行
动力外显。

因为新冠疫情，罗健志已有3年
没有见过湖北的好朋友了。“2019年
我到湖北武汉、武当山就有四次，当
年最后一次离开武汉回台湾是11月
24日，之后就暴发了新冠疫情，我
们就苦苦等了3年多，希望今年在湖
北最美的樱花盛开季，就能前往湖
北，会见3年不见的朋友，到武当山
朝圣祭拜，最近很多乡亲都在讨论何
时前往，我也在准备组织乡亲前往武
当山朝圣祭拜相关事宜。”

采访中，罗健志几次向记者表
达，湖北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跟湖
北有着深厚的感情与渊源，“我因武
当山玄天上帝的信仰文化而结识这
么多的好朋友，同时也非常感谢湖
北的好朋友对我和乡亲们的热情和
关心，也特别感谢江利平会长和湖
北省台联、省台办一直以来对我们
的惦念和照顾，一直把我们像家人
一样的对待，让我到湖北就像回家
一样。湖北的亲们，我即将到来！”
他说。

“共同的信俗，让我们的‘心’通”
——2023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一则故事的岛内回音

本报记者 修 菁 “‘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尘封已久，
激活这些属于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
能够有力驳斥‘台独’史观，有力增进
台湾同胞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
同和情感认同，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
合。”今年是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福建省台联会长江
尔雄连续第二年向全国两会提交呼吁
抢救和保护“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建
议。

“迁台记忆”档案文献是指清代以
来各级各类组织以及个人在从事两岸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
面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
的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这段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文化
渊源，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理与情感的
最佳营养素，但随着这些亲历者年岁
大了，记忆力在减退，抢救工作更时不
我待。”江尔雄表示。

2013年6月，“侨批档案”申遗成
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目前，“侨批”
保护与利用也已正式立法，《福建省

“侨批”档案保护与利用办法》已于
2021年 12月 1日施行。在江尔雄看
来，从文献角度看，“迁台记忆”的意义
也不亚于“侨批”文献价值。“中央相关
部门要加强对‘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申
报国家、亚太和联合国非遗和世界记
忆名录指导，争取将“迁台记忆”档案
文献上升为国家层面、亚太和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她建议表示。

据记者了解，福建省在国台办、国
家档案局等部门指导下，近两年做了
大量收集两岸同胞捐赠迁台相关史
料、文献，推动“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征

集保护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
此，江尔雄建议在祖国大陆广泛开展
征集的同时，通过持续加强对个人及
民间组织广泛宣传，催发岛内台胞积
极参与的热情，广泛发动岛内同乡会
组织、两岸宗亲组织、两岸宫庙等力
量，通过微信群宣传、举办活动宣传、
开展交流宣传等方式，不断凝聚主动
参与征集保护工作力量，起到双向保
护和双向互动的积极作用。

同时，她还建议深化对“迁台记
忆”档案保护的宣传力度。“‘迁台记
忆’档案文献损毁、遗失等风险不断增
大，在宣传中树立危机意识，鼓励和引
导民众将档案文献捐赠至专业机构妥
善保存，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财富。不
但要充分发挥大陆各类官方网站、公
众号、视频号等媒体作用，还要探索通
过‘互联网+’等形式宣传入岛，不断
扩大‘迁台记忆’档案文献保护征集在
两岸群众中的知悉程度。”她指出。

对征集到的“两岸家书”，她建议
要深入研究，依托高校、科研机构、档
案机构的专业力量，通过召开座谈会、
研讨会等形式，充分挖掘“迁台记忆”
档案文献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特
别是把蕴含在其中的两岸故事讲细、
讲活、讲生动，讲好台胞爱国爱乡的故
事，彰显中国共产党始终与台湾同胞
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鼓励
更多台胞踊跃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
圆梦。”在她看来，在当前两岸关系复
杂严峻的政治背景下，用好用活“迁台
记忆”，在当下更具政治现实意义，“希
望我的这一建议能尽早被相关方面关
注和采纳。”她说。

全国政协委员江尔雄：

用活“迁台记忆”增进两岸同胞国家认同
本报记者 修 菁

本报讯（张燕红 记者 照宁）
3月13日至15日，由厦门市台湾同
胞联谊会、金门县闽南文化协会、福
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闽
南烟火 两岸情书”系列活动——厦
金闽南文化研习交流活动在厦门举
行，来自海峡两岸的闽南文化学者、
专家们参加活动，共话闽南文化独特
魅力。

活动期间，学者、专家们参观考
察了闽南非遗文化、闽台古镇和城隍
文化，开展厦金闽南文化座谈研讨，
实地走访集美区台湾青年创业基地，
考察台湾青年参与厦门乡村振兴情
况，进一步了解台青在厦就业、创业
的政策环境和现状。

“闽南文化是共同的文化，我们

同根同源，只是在开枝散叶后有不同
的发展。”台湾青年、金门县闽南文
化协会青年三创委员会主委罗宏彬
说：“大家因为疫情已经相隔了三年
多，这次复航后，台湾的年轻人也积
极地和厦门开展交流。越来越多的台
湾青年想到大陆看看，希望能在社区
营造、闽南文化等方面共谋合作、共
促发展。”

金门县闽南文化协会理事长杨再
平表示，厦门和金门有许多共同的闽
南文化，在古建筑物、饮食文化、书
院文化等领域有着共性；厦门和金门
可以不断以闽南文化为主题联合举办
活动，推动两岸交流。未来希望能带
动年轻人学习、了解闽南文化，让更
多人看到闽南文化美好的一面。

两岸闽南文化研习活动在厦门举行

一盏、两盏、三盏……二十盏，在
舞台中央，庆生“蜡烛”被逐一点亮。

在“原乡杯”创办20周年纪念会
暨第二十一届活动启动仪式上，来自
两岸的1至20届新老获奖代表们此
刻携手，手捧代表着“原乡杯”历年纪
念的数字灯围绕在生日蛋糕周围。

上海市台联会长卢丽安和大家一
起为“原乡杯”送上美好的祝福，“站在
第21届的新起点，‘原乡杯’将以更深
刻的内涵、更丰富的形式展现在我们
面前。”

“原乡”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原乡”来自哪里？“原乡”意即故
乡，也就是祖先未迁移前所居住的地
方。台湾乡土文学奠基人之一、现代作
家钟理和先生在他的作品《原乡人》中
写道，“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
会停止沸腾”，充分表达了一位台湾本
土作家对中华寻根文化的认同和热
爱。“我们以‘原乡’命名，就是为了溯
源华夏儿女共同的根脉与归宿。”作为
主办方，市台联相关领导如是讲述。

“原乡”来自何时？随着两岸关系
的不断改善和发展，前来上海经商、
工作、求学、生活的台胞络绎不绝，台
胞青少年亦成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
的重要群体，但由于两岸教学体系存
在一定差异，台胞中小学生当时比较
缺乏走出学校展示才华、与同龄人进
行交流的机会。在时任中共中央候补
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上海市台联
会长林明月女士的倡导下，市台联搭
建了一个上海及周边地区台胞青少

年文化交流的平台，通过征文竞赛的
方式，展示文学才华、切磋学习、取长
补短。经过充分酝酿，2003年，第一届

“原乡杯”台胞青少年征文竞赛正式启
动。

一个台湾小学生，在得知自己要
随父母去大陆生活时“惊呆了”，他立
刻想起班上同学的议论：大陆如何穷、
大陆的人素质如何差……想到自己将
要过上“没有玩具、没有公园、没有商
店、没有朋友，就像在监狱一样”的生
活，内心沮丧极了。

可是，当他真的来到上海后，在不
长的时间里，却“发现自己爱上了上
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原
来，是在机场、社区到学校的所见所
闻，改变了他固有的想法。第一届征文
竞赛获奖作品《从不爱到爱》，就是民
办中芯学校谢子骏同学的亲身经历。

“原乡杯”和“原乡人”

“原乡杯”从诞生之初，就受到台
胞师生家长的广泛欢迎，获得涉台学
校的普遍关注，孩子们投稿非常踊
跃。在市台联的精心呵护下，“原乡
杯”这棵小苗不断生发、成长，20年
来，共有上海、江苏、湖北、河北、台湾
等两岸200余所学校的7000余位台
胞青少年在原乡杯的舞台上留下印
迹，739 篇优秀作品分获特等奖和
一、二、三等奖。

“我们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台
胞青少年对大陆的感情越来越亲近。”
沪上语文教育泰斗过传忠从第一届至
今一直担任评审主任，复旦附中青浦

分校高级语文教师李新持续为“原乡
杯”倾注热情和心血，历任评委有华师
大教授金志浩，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
教授崔成宗、赵卫民等，在专业评审们
看来：“征文的内容极为丰富，令人难
忘的两岸美食、妙趣横生的生活点滴、
弥足珍贵的亲情友情，两岸求学的独
特经历……孩子们稚嫩的笔触、真挚
的情感深深感染着我们，其中不少篇
目令人至今难忘。”

近年来，市台联文教委副主任、浦
东外国语学校高级语文教师潘红，在

沪青年台胞、倍乐生出版社资深编辑
葛怡等也陆续参与了初审，她们如是
说：“长大了，我要建一座桥，连接台湾
和大陆，厦门和金门。只要努力，我一
定会实现我的梦；我一半是台湾的记
忆，一半是祖国大陆的记忆。我到底属
于哪里？中国……读着孩子们一篇篇
情真意切的文章，内心满是幸福与感
动，这已经让征文活动所显示的意义
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钟慧是第四届征文竞赛特等奖获
得者，如今的她已是沪上重点中学的一
位外语教师。回忆起当年参加竞赛的情
形，钟慧的内心依然暖流涌动：“原乡杯
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对于小时候的我，
她是我成长的见证和肯定；慢慢长大
后，这些奖杯和奖状，更是一种情感和
纽带，是一种身份感和归属感。”

寻找两岸共同的情感基因

体验传统工艺剪纸、画扇、陶艺；
参观各类文化场馆；《唐诗韵味》《汉字
之美》《走进传统戏曲》等专家讲座

……台胞青少年相约暑期，和中华文
化同行。台胞学子们在人生最美好的
韶光里，开启了一段意义深远的中华
文化之旅。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
的情感基因，“原乡杯”作为一方平台，
在征文竞赛的基础上，连续多年举办
了中华文化夏令营，组织获奖同学赴
山东拜谒曲阜孔庙，感受中华文化千
年底蕴；赴陕西攀登西岳华山之巅，领
略祖国大陆秀美河山；瞻仰黄帝陵园，
追寻中华民族共同始祖；赴浙江参观
民族英雄岳飞祠庙、宋代大文豪苏东
坡纪念馆，亲身感受中华民族精神的
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中华文化代表了整座星空，隐藏
着很多秘密待我发掘，仿佛不断延伸
的宇宙，可以继续地延续下去，没有尽
头。”受邀参加夏令营的台中大甲工业
高中的林泓昇同学在陕西瞻仰了轩辕
黄帝陵后不禁感慨。

有关人士如此评价：“原乡杯”在
增进台胞青少年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兴
趣、提升青少年写作技能的同时，在他
们心中种下两岸融合发展、中华文化
生生不息的种子，慢慢发芽、成长，待
花开四方之时，定会绽放耀眼光芒！

20年是耕耘，20年也是收获，20
年更是沉淀。

在20周年纪念会上，中共上海市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人大侨民宗
委主任、市政府侨办主任黄红提出期
望——“原乡杯”品牌进一步增强文化
自信、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着力提升文
化内涵、不断实现自我价值，继续促进
文化认同，持续增进同胞情谊，期盼更
多台胞青少年参与其中。

卢丽安如是回应：二十一届“原
乡杯”将继续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
帜，在继续举办征文竞赛的基础上，
还将新设书法竞赛，配套举办丰富多
彩的文化沙龙，精心策划体验式的中
华文字拓展营，活动范围将向长三角
地区与台湾岛内延伸，覆盖群体进一
步扩大。市台联也将通过不断的改革
与创新，持续为“原乡杯”品牌赋
能，邀请更多的台胞青少年参与系列
活动，感受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耕耘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上海市台联创办“原乡杯”活动20周年纪念会侧记

未完待续……未完待续……““原乡原乡””的故事的故事，，在今天在今天，，

港区台籍全国政协委员曾瀞漪在
全国两会上基于自己的成长经历所
悟，提交了一件《发挥香港独特优势，
促进台湾青年融入大湾区》的提案。

“我自己在台湾省出生长大，
30年前到香港寻梦时，我不知道人生
会变成什么样子，更无法想象自己日
后会成为一位全国政协委员。30年
来，我在香港看到国家不断地快速发
展，倍感自豪之余，希望更多台湾青
年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参与国家的
发展，也希望自己在全国政协这个国
家级的协商议政平台上，能够帮助更
多台湾年轻人找到融入祖国发展的
机会。”

曾瀞漪认为，香港不但具有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传统优势，在文化、艺
术、科技等方面的优势也同样明显。尤
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
的支持下，香港非常适合台湾年轻人
发展的需要。“如果能够让台湾青年到
香港来，融入香港、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和建设，相信对他们来说一定可以跟
着国家的步伐向前进。”

曾瀞漪强调，在“一国两制”的实
践过程当中，香港开启了由治及兴新
篇章，这对台湾年轻人来说，可以进一
步地亲身了解什么是“一国两制”，什
么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什么是
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让台湾年轻人了
解国家的发展，就是用新民意塑造两
岸新的未来。”

全国政协委员曾瀞漪：

建议台湾青年到香港体验“一国两制”的好
本报记者 修 菁

本报讯（张燕红 记者 照宁）
由厦门市金门同胞联谊会、厦门市民
俗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厦金民俗
喜乐汇”近日在厦门鹭江街道老剧场
公园热闹上演。来自厦门和金门的孩
子用琵琶弹奏闽南歌《雨夜花》勾起
了闽南文化款款的深情；而一首《厦
门亲像一首歌》让到厦门的金门乡亲
感受到厦门的温馨。

为了这场活动，福建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音”的代表性
传承人——台胞卓圣翔和罗纯祯，仅
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南音曲目《厦金
一家》的创作。卓圣翔说：“厦门与
金门本来就是一家人，我心里感触很
深，创作就非常顺畅，搭档唱起来也
更会有感觉。”

“两岸文化一脉相承，通过这样

的活动，能够激发、增进我们的感
情，我们都是华夏民族，这样的活动
能把我们血浓于水的感情结合在一
块。我们非常开心。”金门古字画装
裱修复师唐思瑛与厦门书法家陈朝宗
一同挥毫泼墨，共同绘就了一幅“厦
金同心 中华复兴”画卷。

厦门市民俗学会秘书长李志勇
说：“我们希望以民俗文化为载体，
把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脉牵动起
来，让更多金门乡亲了解祖国，特
别选在鹭江小剧场这具有乡愁的地
方，在这里听乡音，品乡味，让两
岸乡亲走得更近。”主办方表示，目
前正规划把厦金民俗喜乐汇做成两
岸文化交流品牌，走进社区、街道
等，甚至到金门交流，用传统民俗
文化串联两岸。

民俗喜乐汇 架起两岸同胞“连心桥”

魏 琴 本报记者 顾意亮

2008年罗
健志率村民、
信 众 40 人 来
到武当山进香
谒祖。此后，
每年农历三月
三、九月九，
他都会率村民
们前往武当山
进香谒祖。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