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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陆 除 了 市 场

大，民众对多类型多

样态音乐的接纳度也

很让我们兴奋，可以

说，现在做音乐产业

的事情，大陆这边的氛

围已超越了台湾。

““

””

台青 融合·演在大陆话
新闻 递速

本报讯 首届海峡两岸青年非遗文创设计大赛
日前结束征稿阶段，共收到海峡两岸青年设计师共
500余件作品。

据悉，本届海峡两岸青年非遗文创设计大赛以
“岭南非遗文创”为主题，赛事将邀请海峡两岸设
计界的一线人士和专家学者作为赛事评审，复赛中
将评选出十位青年设计师入围决赛。

香港知名设计师李少麟获邀担任本届赛事的评
审委员。他表示，台湾地区的设计师参加这样的大
赛制作出的文创产品不仅仅能在中国大陆销售，作
品还有机会销售至海内外各地。“通过本届大赛摸
索和总结经验，如何将一次文创比赛的影响力扩展
到比赛结束之后，将参赛作品及设计师的影响力延
伸到市场，不单单只是中国大陆市场，还可以是台
湾地区、东南亚等地，参与大赛的各方一起去投
入、开发新市场，这样大家才能共赢。”

作为在香港从事IP设计和影视文化多年的设
计师，李少麟近年到广东创业发展后，他发现在内
地发展对于从事设计的人士比在香港有很多便利。
他以自己熟悉的广东举例。“整个广东省差不多是
世界的供应链，这个优势要好好把握，包括现在举
办文创比赛，希望创作出的东西尽量跟供应链工厂
靠近，做一个有效果的连接。此外，他认为广东省
的地理位置优越，从广东到广西、甚至到北京、上
海等地都比从香港出发来得方便。”

据大赛主办方介绍，赛事组委会也会帮助参赛
者的优秀作品投放到市场，帮助这些文创作品实现
商业化转化。

（梁珮岑）

首届海峡两岸青年
非遗文创设计大赛获青睐

新华社南京4月17日电（记者 陆华东） 海
峡两岸青年环太湖交流活动暨第二届苏台青年潮
流文化节 16日晚在江苏常州启动。本次活动以

“文化交流”与“创新创业”为主线，由江苏省台
办、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吸引近3000名两岸青
年参加。

启动仪式开始前，两岸青年进行篮球、滑板、
街舞等交流赛，两岸青年歌手联袂表演，现场洋溢
火热的青春气息。活动方还打造了别开生面的常州
台青创业市集，吸引青年朋友驻足观看。

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共同表演音乐剧、民乐
合奏等节目。常州市台办为活动制作的原创歌曲
《同心同行，青春力量》，由15位台湾青年倾情演
唱，现场气氛热烈欢快。

26岁的张一帆来自台中，是一名全职舞者。
他告诉记者，虽然第一次来常州，但街舞很快让他
认识了不少有创意有活力的大陆年轻人，希望以后
能常来大陆与同龄人多交流。

台湾青年王泽邦在厦门从事街舞培训5年，专
程赶来常州与两岸青年切磋舞技。“通过舞蹈交
流，大家很容易成为好朋友。”王泽邦说。

常州青年王钰科是滑板爱好者。他说，以前玩电
子游戏时，在网上与一些台湾年轻人交流过。这次参
加活动，他很高兴认识了玩滑板的台湾同龄人，大家
虽初次见面，但谈到共同的爱好，有很多话说。

环太湖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社会经济发达，是
广大台胞最为青睐、投资最密集、生活最安居的福
地之一。在江苏省台办倡议下，2019年以来，江
苏苏州、无锡、常州，与浙江湖州协同联动，共同
打造海峡两岸环太湖交流活动，增进广大台胞对环
太湖地区的了解，增强环太湖地区对台胞创业就业
的吸引力。

据悉，本届交流活动将持续全年。

两岸青年齐聚江苏常州
共享潮流文化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台湾村里长联合总
会参访团一行18人于4月7日至14日在北京、山
东参访交流，与两地街道、社区围绕基层治理、社
区再造、便民服务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取得积极
成果。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12日上
午会见参访团时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
体方略，鼓励支持两岸各界开展交流合作，促进两
岸交流往来尽早实现正常化、常态化。希望台湾村
里长联合总会和广大村里长积极推动两岸基层交
流，让“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为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增添生机活力，共同开创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台湾村里长联合总会总会长陈建良等表示，非
常高兴来祖国大陆参访交流，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是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两岸交流重在民间和基
层，应该常走动、多往来。两岸关系紧张动荡，不符合
台湾民众的利益，希望两岸基层交流尽快恢复和热
络起来，欢迎大陆朋友到台湾参访交流。联合总会是
服务台湾基层民众和推动两岸基层交流的重要团
体，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
村里社区交流，继续为扩大两岸民众交流、增进同胞
相互了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贡献绵薄之力。

台湾村里长联合总会参访团此行是新冠疫情发
生以来该会首次组团来访，参访团主要成员为台北
市、台中市、桃园市、台南市、彰化县、花莲县等
地的里长。参访团成员表示，在北京、山东参访期
间，与当地街道、社区开展交流，参访当地历史文
化、城市建设以及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示范项目，看
到大陆有效控制疫情，经济社会生活迅速恢复正
常，呈现蓬勃发展的新气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收获很大。

台湾村里长联合总会参访团
在北京山东交流

2021年台湾青年电子音乐唱作人黄
杰妮带着“系统化电子音乐人才培育平
台”创业项目，参加首届上海“海峡两岸
青创大赛”获得优胜奖，成功克服两年多
新冠疫情给项目运营带来的困难，伴随大
陆各领域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常态，她和
先生兼合作伙伴运营的这个音乐文化产业
创意项目迎来“花开季”。

“很开心我们的音乐理念被大
陆同行认同，并愿意加入我们”

“目前累计有1000余人在各式渠道中
参与体验过我们的项目，其中50人成为
我们的正式学员，这个月将有23名学员
完成初级阶段的学习，18人继续复购我
们的进阶课程，1人已获得师资资格。”4
月中旬的一个晚间，记者手机微信里收到
黄杰妮分享过来的好消息。隔着屏幕，透
过这组数字，记者能感受到她内心投射出
的成就感。

“2021年那次参赛，确实给予我们来
大陆发展的很大信心。”回忆两年前，她
参加的首届上海“海峡两岸青创大赛”，
她认为自己和先生“来大陆创业的选择没
有错，因为这次大赛把我们心中的梦想加
速落地了”。

更令这档台湾电音组合没想到的是，
经历两年多新冠疫情，他们的这一创业项
目不但成功克服疫情带来的运营困难，而
且还完成了开线下旗舰店的目标，“也让
我们更确信上海的海纳百川精神，大陆对
我们台湾音乐人是完全敞开怀抱的。”

从小学习音乐的黄杰妮和先生李仕翔
很早在岛内时就相识，出于对音乐的理解
和演奏的默契，两人在2006年组建了一
个电音组合，并在台北设立了自己的工作
室。

黄杰妮与大陆音乐界的交集始于
2015年。那一年她作为由北京卫视主办
的首季创意真人秀节目“造梦者”的参赛
者来到大陆，并意外获得首季节目的冠
军，获得各方邀请她来大陆演出的邀约。

“我们大概去过20多个大陆城市。而
且我们俩有个习惯，就是到一个地方演出
会提早到达当地几天，会到那里的市井街
区走走看看，跟当地人聊聊天，感受那里
的城市节奏和文化气息，然后对演出的曲
目和演唱风格作一些调整，让我们的演出
和这个城市的节奏与风格更和谐一些。”
随着两个人脚步踏上越来越多的大陆城
市，这档台湾青年电子组合也听到了心底
的声音，“为什么不投入到大陆澎湃多样
的生活和创作场域中呢？”

2021年首届上海“海峡两岸青创大
赛”，成为他们将小家搬到上海的助推
力。“通过这次大赛，我们发现自己的音
乐理念得到了很多大陆同行的认可，而且
也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项目，这让我们很
开心。”创业两年多来，这对台湾电音组
合看到了大陆数字音乐产业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和可能性，“未来我们还计划与更多
大陆专业人士合作，打造一个线上电音平
台。因为大陆除了市场大，民众对多类型
多样态音乐的接纳度也很让我们兴奋，可
以说，现在做音乐产业的事情，大陆这边
的氛围已超越了台湾。”

今年2月16日，大陆有关部门恢复
了对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批，
台湾歌手和乐队被允许在大陆举办大型演
唱会和参与大型音乐节项目，黄杰妮说她
也感受“演艺春天”的到来。“我收到的
来自各地各方的演出邀约明显比过去两年
多。”谈到马上将至的五一假期演出计
划，黄杰妮说，今年她和先生计划每个月
都参与一场大型音乐节活动，自己的项目
结合文旅和露营IP也将在每周末做一场
户外音乐节。“整个5月我们都会超忙。”
她表示。

“未来希望用我们熟悉的音乐
语汇，为联结两岸青年一代，做更多
的事”

黄杰妮和先生在上海的家，位于上海
闵行区虹桥花苑，他们的培训工作室也在
附近，平常他们在培训学员之余，还会约
上三两好友在这里搞创作和一起即兴演
奏，有时小夫妻俩还会架起镜头做直播。

“我们在上海一直没有‘异乡人’的
感觉，其实台湾的衣食住行就是大陆的缩
影，正是因为来自大陆不同地方的人去到
台湾、开发台湾，才有现在的台湾。”定

居上海两年多，黄杰妮认为她和先生已经
融入大陆。

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他们已有两年
多没有回台湾过年，虽然很想念在台湾的
亲人，小夫妻俩在大陆感受到岁月安好，

“在台北时，我家会在大年初一去寺庙
‘拜拜’，这两年过年我们俩也都去上海的
寺庙‘拜了拜’。”她说。

作为Z世代的青年，小夫妻俩也会把
在大陆生活的所见所思分享给台湾的亲朋
好友。“我们拍了不少衣食住行的vlog，
想让家人们体会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对于
大陆的快速进步台湾的家人们也都很好
奇，希望今年能过来走走看看。”在黄杰
妮看来，虽然现在通过网络不管是在岛内
还是岛外，都很方便获取两边的资讯，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有机会就来大陆实际
生活一段时间，这样才能感受到大陆真正
的魅力，这里每个城市都有不一样的风
景，我现在对在大陆旅行还非常上瘾！”

采访中，黄杰妮也和记者坦言，尽管
定居大陆前，她和先生有很多次来大陆演
出的机会，但待她真正来到大陆生活，感
受到的大陆和在台湾生活时主要通过岛内
媒体和社交网络了解的大陆，还是有很多
方面的不同。

“来到上海安家的这两年，我们看到
和体验了大陆很多有趣的方面，也对大陆
有了更深的认识，还结识了很多新朋
友。”黄杰妮告诉人民政协报记者，自己
家附近有一处东北老板开的咖啡厅，而这
里又是在上海生活打拼的很多台胞聚会的
地方，她因由这个空间而认识了好几位同

样来自台湾在上海打拼的台湾好朋友，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很奇妙，我的这些
新朋友里有的是她们嫁给了来自台湾的先
生，有的是娶了大陆的太太，我觉得这就
是两岸民心自然相通以及两岸文化相融合
的产物，也真正说明了两岸一家亲。”她
和人民政协报记者分享道。

最近一档由大陆地方卫视制作的音乐
文化交流节目《声生不息·宝岛季》受到
岛内外不少青年人的喜爱，作为台湾青年
一代音乐唱作人，黄杰妮也关注到这档节
目，“观看这样的节目，可以让两边的青
年人相互了解彼此所爱的音乐，大家看下
来也会发现其实彼此间没有那么大的区
别，借由音乐之窗可以传递和化解一些彼
此间的隔阂。”黄杰妮现在依然清晰记得
年少时自己听过的不少大陆乐队演唱的歌
曲，她也是从这些音乐中开启对大陆的一
些认知。“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大陆的
音乐没有过多的配器，但旋律都是简单好
听的，传达了音乐的本质。”

成长中受到大陆流行音乐的沐浴，成
年后又来到大陆发展，作为台湾流行音乐
唱作新生代，黄杰妮将自己和先生组合的
乐团起名为“XN艾克斯恩乐团”，X和N
分别取自二人名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

“我在台湾读大学时念的是中文系，学过
拼音，我们的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中也都用
的这两个字母。”在她心中，两岸文化的
根脉本来就是同源，“希望未来我们可以
通过自己所爱和熟悉的音乐语汇，为联结
两岸青年一代，彼此携手做更多的事。”
她说。

“最美人间四月天我又完成了一个夙
愿，在江苏淮安台办相关部门的帮助
下，我找到了外公在淮安老家的亲人。”
日前在沪发展的台湾自媒体创业青年邱
庆龄在视频号发布的最新一期 vlog，收
到不少和他一样在大陆发展的台青共鸣
和点赞。

“我是外公带大的，从小外公给我煮
狮子头、羊肉汤，这些都是外公家乡淮
安的美食。”人民政协报记者联系到邱庆
龄，他向记者分享了拍摄这段 vlog背后
的故事。

十年前，邱庆龄来到大陆发展，从
湖南、福建最后在沪长居，打拼的领域
也从演艺节目导演转到自主创业，打理
自己的自媒体传播平台，寻根和作为

“流动的新市民”对大陆的不断“看

见”，是他短视
频 节 目 创 作 一
直 在 关 注 的 主
题。

“ 我 外 公
1947 年随国民
党 到 了 台 湾 ，
因 为 到 本 世 纪
初 两 岸 通 信 联
络 都 还 没 有 现

在这么便捷，所以很遗憾，在2002年外
公过世后，我们与大陆的亲友就失去了
联系。”推动邱庆龄主动去寻根，源于去
年他和在台湾的表妹一次视讯聊天。“我
们都有一种感觉，如果在我们这代不去
和大陆亲戚联系上，后面我们在大陆的
根就断掉了，或者说，我们就成为‘失
根的一代’。我们就想到，既然我生活在
大陆，为何不试试借助自己的自媒体平
台来发布寻亲的讯息，也许会得到大陆
热心人士的帮助，或者淮安的亲友幸好
看到了这条寻亲讯息。”

让邱庆龄和家人欣喜的是，这则视
频发出后几天，他们就接到江苏省台办
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于是，有了本文
开头提到的，阳春三月邱庆龄淮安寻亲
之旅。

熟悉的乡音，纵然跨越时空多年未
见，甫一见面便心与心天然相近，在邱
庆龄看来，这就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神奇
密码，“无论身在何处，两岸亲人流淌在
血液里的根的联结，是时间和任何外力
都阻隔不断的。”他表示。

其实今年阳春三月的这次寻亲之
旅，是邱庆龄去年大陆寻亲寻根成果之
一。“去年我还找到了自己的祖籍地。”
邱庆龄告诉记者，自 2012 年到大陆工
作，十年间他始终惦念着能回到梅州，
确定下自家祖籍地的详细地址。为此，
他联系到福州市、广州市的多地台办，
又辗转联系到了梅州市台办，最终通过
梅州蕉岭县邱氏宗亲的会长找到了大陆
的族亲。2022年中秋节前夕，他拿着从
台湾带回来的自家族谱回到了广东梅州。

“回想起自己与宗亲相认的场景，我
感慨万分，毕竟是第一次回到蕉岭，内
心其实很忐忑，但一到那里，我就听到
宗亲们用熟悉的客家乡音叫我‘庆龄’，
和我台湾老家的乡音几乎一模一样，这
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那次回去，梅州蕉岭邱氏宗亲会的
会长帮助邱庆龄查阅了邱氏在大陆的族
谱，经过详细查询和比对，找到了家族
第一代祖先的名字，也确定了邱庆龄是

蕉岭邱氏第二十六世代。
“后来大陆的宗亲又把我从台湾带来

的族谱，也都整理进大陆的族谱中，那
一刻感觉人生都圆满、完整了很多。”回
到祖籍地祭祖时，邱庆龄不忘把这一对
台湾邱氏家族来说的重要时刻与台湾的
家人分享，“视讯中我爸很感谢我帮他完
成了寻根谒祖的愿望，他也期待今年有
机会自己也能回蕉岭祭祖。”

在台湾屏东长大的邱庆龄，从小就
从长辈的碎碎念唠家常中知道，自己的
祖先来自广东梅州，爸爸妈妈的父辈都
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自己的根在大
陆。“那时的我，因为年龄还小，不太能
理解大人经常说的人要懂得‘认祖归
宗’是什么意思。但当我回到梅州，这
次也去淮安看了外公长大的地方，我一
下明白了这句话其中的意味。”回想起童
年时阿公、阿婆用客家话提起梅州，外
公家桌上的淮安菜肴，邱庆龄感受到自
己作为家族中的年轻一代来到大陆发展
的责任和使命，“我承载着家庭的希望和
长辈的嘱托。我一定要把客家人勇于开
拓、不断进取的精神，爱国爱乡的赤子
之心，在海峡两岸好好地传承下去，联
结和影响更多的台湾青年来了解真实的
大陆。”他说。

““熟悉熟悉的乡音，就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神奇密码”
本报记者 修 菁

近年来大陆持续加大对台湾音乐人在大陆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落实落细同等待遇措施，并面向台湾音乐人开展大量两岸音乐人才交
流、信息共享与定向培训的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音乐人“登陆”发展。本期起，我们陆续刊发一组台湾音乐人“登陆”故事，为各
界了解这一群体的大陆生活状态打开一扇窗。 ——编者

台湾电音组合沪上“安家记”
本报记者 修 菁

台湾自媒体人邱庆龄大陆寻亲记

回到淮安，邱庆龄向舅舅、舅妈介绍一家人在台湾的生活情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