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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 付敏） 两岸
共创舞台剧 《遗失的第 24 个白
键》 主创见面会 20 日下午在厦门
闽南大戏院举办。作为本剧的总编
导、台湾果陀剧场创始人梁志民表
示，他见证了大陆表演艺术在过去
20 多年的飞速发展，期待两岸在
编导、设计以及表演上能有更多交
流合作。

《遗失的第24个白键》围绕着钢
琴博物馆中一架缺失琴键的古钢琴
展开。在寻找琴键的过程中，男女
主角发现了一段发生在“厦门号”
上、横跨两百多年的动人爱情故事。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台湾创
作，就不可能知道这么多故事背
景，特别是其中那么丰富的从古至
今的厦门情怀。这部作品不仅仅是
一个浪漫故事，更是一张属于厦门
的文化名片，是人们了解厦门的全
新媒介。”梁志民说，剧目将老厦门
的风土人情和悠悠琴声结合，“厦门
跟台北两个城市间的紧密交流将是
本剧的最大亮点，日光岩、郑成
功、闽南话等两岸同胞耳熟能详的
元素都会在剧中呈现出来。”

“记得第一次到厦门是1999年，
我是某台湾知名歌手演唱会的导
演。那时，我们从台湾带来工作人
员，我们和厦门本地的工作人员在
台下用闽南语聊天，感觉很特别、
很亲切”，梁志民说，“20多年过去
了，大陆在器材、人才等方面都突
飞猛进，完全与国际接轨，越来越
多的国际大剧目到大陆来演出”。

梁志民认为，大陆和台湾都有
很优秀的编导、设计人才，期待两

岸能有更紧密的交流合作。
“这次我们排练了大概两个月。通过与大陆演员合作，

我发现他们的底子越来越好。虽然两岸演员在表演形式、技
巧上略有不同，但经过短暂的磨合，很快就进入正轨，达到
非常满意的效果”，梁志民说，“不管是果陀自制的剧，还是
像这次跟闽南大戏院合作的剧，我们都希望能让更多优秀的
舞台剧与大陆观众见面。”

据介绍，《遗失的第24个白键》将于本月26日至27日
在闽南大戏院迎来首演，随后将在北京、广州、成都、泉州
等全国多个城市展开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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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日，首部讲述两岸携手助力
残障特殊群体成长故事的纪录影片《翻转
的手心》登陆大陆各地院线。

“两岸在残疾人事业方面均积累了丰
富实践经验，希望在这方面多多交流、相
互借鉴，以更好保障身心障碍人士的权
益，实现两岸心手相连。”全国台联副会
长、特殊教育专家陈云英观看影片后，深
有感触地表示。

有患有先天的亚斯伯格症、记忆及智
能障碍，有遭遇事故导致肢体障碍，但在
希望农场中，他们和常人一样，学习播
种、养鸡、烘焙等实用技能，由受助到自
助，进而自强、自立，这是《翻转手心》
传递的核心理念，对待残障群体更需要的
是帮助他们真正完成由“手心向下到手心
向上的翻转”，实现生命蜕变。

残障青年也有需要被尊重和支
持的梦想

没有人设、没有剧本，前后历时3年
半，用纪实手法真实记录了山西临汾乡宁
县8名年轻的身心障碍青年的人生翻转和
生命蜕变的经历，以及他们在成长路上面
对离别、喜悦和收获，一步步成长的故事。

“一开始陈老师问我梦想是什么，我
不敢想。当我在农场拿到第一份工资，想
到爸爸妈妈的辛苦，我的梦想就是挣到更
多钱，带他们去全国旅游，我还准备开一
个烘焙店。”当影片主人公之一、重度脑
性麻痹青年张楠在片尾说出如上一番梦想
时，台下的很多观众眼角模糊。

当天，张楠口中的“陈老师”——台湾
有机农业专家陈礼龙也坐在台下观影。
2017年，台湾有机农业专家陈礼龙受山西
云丘山风景区之邀，将其在台湾发起的“手
心翻转”公益项目复刻至当地希望农场。
一颗以帮助社会特殊群体重获生命价值为
使命的种子，由此从岛内孕育、在大陆发
芽，8位大陆残障青年也受益于这个公益
项目，他们在农场掌握了播种、养殖、烘焙
等农事实用技能，其中3位还找到了美好
的姻缘，实现了人生翻转和生命蜕变。

“今天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
息，这次我来到大陆，就是为参加一位曾
在农场工作的重度听障女孩的婚礼！”
现场瞬时爆发10余秒的掌声，表达了当
日参加首映礼的观众们对影片中8位残障
青年真诚的祝福。

“希望更多两岸残障青年能受益于
‘手心翻转’公益项目，我们在沈阳的第
二希望农场马上要开建了！”陈礼龙鞠躬
致谢观影观众的同时，接连带来了来自

“手心翻转”农场的第二个好消息。
“我不笨，只是学得有点慢。”这是影

片 《翻转的手心》从始至终在传递的理
念。陈礼龙向人民政协报记者介绍，他的
这一助残理念，始于10年前，他在台湾

工作的农场迎来 29 位身心障碍的年轻
人，为帮助这些孩子体验农耕，农场的志
愿者教这些残障年轻人将种子置于掌心，
再翻转手心倒进土里，“动作简单，孩子
们上手很快。”

简单的手心一翻一转，残障青年们
就掌握一项“让自己变得有用”的技
能，这一幕触动陈礼龙思考，如何进而
在农场里教残障青年们先学习简单的工
作，再慢慢学做更多的事，“也许就有机
会从手心朝上接受帮助，变成手心翻转
向下，通过自身努力收获回报，活得更
有尊严和价值。甚至成为帮助者，传递
爱心。”“手心翻转”公益项目由此诞
生，旨在以绿色有机农业农耕方式来关
爱身心障碍的弱势群体，通过公益理念
和志愿服务，帮助这一群体习得一技之
长，达到自食其力。

2017年，一个机缘让陈礼龙的这一
善念在大陆落地。那一年，山西乡宁县云
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连水
到台湾考察有机农业，被陈礼龙的绿色永
续理念打动，他作为顾问，同时将“手心
翻转”公益项目复刻至大陆，一同前来的
还有台湾特教老师和海外志愿者。

“这个公益项目最闪光的价值，在于
让我们在片中看不仅体现在帮助残障青年
成长的爱心人士身上，更在于残障青年们
积极向上、愿意成长、渴望变好的善良之
心。”陈云英从事特殊教育研究多年，在
她看来，如何帮助残障青年走好步入社会

后的“第一步”，“就需要像《翻转的手
心》影片中公益农场所探索的‘第一步衔
接’模式，用善心去鼓励残障青年，通过
自己的劳动开发潜能、习得生活技能，来
弥补特殊教育的后半段。”她表示。

小小爱心农场 架起两岸爱的传递

“希望翻转农场的故事，能在更多两
岸民众心中激荡出涟漪，希望这座两岸间
的爱心桥梁能让更多残障人士受益，同时
也希望这部纪录电影，带给关注残障群体
的两岸爱心人士以启迪。”影片总监制、
大陆知名纪录片导演夏蒙谈到拍摄《翻转
手心》纪录片的初衷时表示。

让夏蒙欣慰的是，影片上映两周来，影
片拍摄的意义已远超艺术范畴，激发了两岸
各界对于如何关爱残障青年群体的讨论。

“有人把身心障碍人士称作‘慢飞天
使’。”台胞林淑珍在影片中看到了“天使
们”的蝶变，“他们从开始的注意力不集
中，到后来独立完成工作，还拥有了梦
想。”她认为，每个生命都有价值，都需
要得到尊重，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残疾人事
业当中。

“大家看到的109分钟片子，是从我
们历时14个月的真实拍摄，从690多小
时的素材中精挑细选出来的。”青年导演
董金明担任纪录影片 《翻转的手心》导
演，他向人民政协报记者介绍，为了和影
片中的残障青年交朋友以获得他们的信任

和在镜头前的松弛感，在朝夕相处的磨合
过程中，他和片中的残障青年以及特教老
师、国际志愿者们之间也建立起深厚情
谊。“面对分别，大家难掩依依不舍之
情，相拥而泣，流露出最纯粹、最真挚的
情感。”他说。

“生命状态不应因身体某方面的残缺
而受限，这是拍摄《翻转的手心》这部纪
录片带给我看待残障群体全新的视角。残
障群体不仅值得我们去多加关爱，而且值
得我们对他们格外尊重，因为他们付出比
我们健全人更多的辛劳，活出了一个生命
的尊严和价值。”夏蒙心中，也有一个愿
景，希望《翻转的手心》能在两岸更多城
市上映，“希望中华大地更多的人能知道
这样的故事，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
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也是我愿意加入
这个团队最重要的理由。”

《翻转的手心》片中有一个细节，当
台湾特教老师宋金津离开时，一个孩子紧
紧抱住她，哽咽着说，“（她）第一是老
师，第二是妈妈。”也因为心中放不下大
陆这群孩子，陈礼龙常年奔波两岸，往往
是半月在山西，半月在台湾，新冠疫情期
间也往来两岸数次。看到越来越多孩子把
日子过好，他倍感欣慰。

“希望未来翻转农场模式能复刻到大
陆更多城市，帮助到更多大陆残障家
庭。”在陈礼龙看来，残障青年们展现出
的生命力、对生活的坚强态度，就是用生
命影响生命。

涉台纪录电影《翻转的手心》在京公映

台胞助力大陆身心障碍群体“翻转人生”
本报记者 修菁

本报讯 （记 者 范 文 杰）
“乐乐棒球是台湾校园里最受欢
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在台湾，四
年级以上的小孩几乎都会打乐乐
棒球。”为推进宁夏和我国台湾
地区的体育交流，5 月 22 日，
宁夏举办宁台乐乐棒球技术交流
活动，来自台湾的中华乐乐棒球
协会一行，向银川市5所小学的
体育教师开展培训，推动乐乐棒
球走进宁夏校园。

“小孩子要怎么交流，我觉
得体育项目是最好的。”中华乐
乐棒球协会副理事长缪中建告诉
记者，乐乐棒球是一种棒球类体
育运动。与成人棒球相比，乐乐
棒球的规则有所简化和改变，所
使用的器材更加安全，对场地要
求较低，更适合在校园推广。

蓝天、绿地，挥动泡棉制球
棒，将放置在打击座支架上的
PU 材质棒球击出……活动现

场，中华乐乐棒球协会通过理论教
学和现场实操，使参加培训的小学
教师熟练掌握乐乐棒球规则、动作
要领等相关内容，后续能够在校内
开展乐乐棒球教学。

“我们希望借助乐乐棒球丰富
宁夏小学生的课余体育生活，同时
也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来加强海峡
两岸，特别是宁夏与台湾小学生之
间的交流。”宁夏港澳台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宁夏计划于今年暑期举
办宁台乐乐棒球友谊赛，邀请台湾
小学生来宁交流，“后续我们可以
将该交流活动常态化，打造成宁台
两地青少年体育交流的品牌项目。”

“乐乐棒球不是一个非常激烈
的竞争运动，它在安全的环境中让
小朋友能够挥棒打球，享受欢
乐。”缪中建也表示，在宁夏校园
推广乐乐棒球项目，可以为宁台两
地青少年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促
进两地青少年交流。

台湾“乐乐棒球”首次走进宁夏

文化动态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琅
琅童谣声，悠悠两岸情。5月19
日，第六届海峡两岸（泉州）闽
南童谣暨首届“丝海同声”闽南
话讲故事大赛汇报演出暨颁奖仪
式在福建泉州拉开帷幕，来自金
门、台湾的学校代表队以视频形
式参加汇演，让两岸童谣以“云
交流”的方式，实现隔空同台。

自 2017 年以来，海峡两岸
（泉州）闽南童谣大赛已成功连续
举办六届，先后涌现出许多优秀
的闽南童谣原创作品，题材广泛，
通俗易懂，主题涉及闽南文化、历
史、民俗、生活、经济、民生等方方
面面。截至目前，参与的队伍和
选手已达上万人次，极大地推动
了闽南文化的传承发展。

海峡两岸（泉州）闽南童谣
大赛系列活动还涵盖两岸学子饮
水思源溯源行、共植友谊树、海
丝文化行、文艺联欢等，突出泉
州地域、人文优势，充分发挥闽
南文化及闽南方言的纽带作用，
辐射金门、台湾及“海丝”沿线

闽南人所在地区。活动通过广播、
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全媒体形式
传播，推动了少年儿童传承闽南文
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
海峡两岸少儿文化艺术交流，成为
又一对台交流活动品牌。

“非常高兴这次有机会来参加
泉州闽南语童谣比赛，让我们的孩
子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
带队前来参加活动的金门县柏村小
学校长许雪芳说。台中市金门同乡
会理事长郑根阵则认为，借着小朋
友纯真快乐的歌谣，一定能够带动
很多更美好的交流。

“闽南童谣比赛不但一届比一
届更加精彩，而且也带动着台湾地
区的小学生越来越了解祖辈的语
言，还有闽南文化。”作为协办
方，海峡两岸广播交流协会理事长
苏金杰表示，两岸闽南童谣大赛不
仅是对闽南传统文化的抢救、传承
和推广，更增进了两岸民众间的了
解、认同，希望未来两岸可以多沟
通，共同为两岸民间童谣史写下光
辉的一页。

第六届海峡两岸（泉州）闽南童谣暨首届闽南话讲故事大赛：

两岸同声话同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纪
录片《航拍中国》第四季台湾篇
近日一经播出，很快便在海峡两
岸引发热议。受讨论最多的，是
宝岛台湾的自然人文之美及其蕴
藏的两岸联结。

《航拍中国》第四季沿用了
前三季的拍摄手法，台湾篇是该
季最后一集，也是许多网友“催
更”已久的一集。制片人韩雯介
绍，影片上线半小时内，播放量
就达到2000多万，当天便有过
亿人次观看。

尤其是片头那一片海湾，让
许多人回忆起熟悉的歌词：“没
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
蓝。”台湾篇导演赵晨伊介绍，
台湾篇循着先地理后人文的叙事
逻辑，先从高空俯瞰台湾海峡，
然后从澎湖列岛开始航拍旅程。

《外婆的澎湖湾》在大陆传唱了
近半个世纪，那里是人们既陌生
又熟悉的地方。

赵晨伊表示，《航拍中国》
台湾篇的视角不断在俯视与平
视间切换：从高山之巅到烧王
船祭典，从绵延海岸线到小小
的奶茶店。影片希望带给观众
清晰的地理认知、风光印象，
同时潜入生活细节，呈现两岸
间无法分割的血脉联结。

“当王船悬挂着大江南北的
灯笼鱼贯而行时，相信两岸同胞
都会被这份绵延千年的感情羁绊
深深打动。”赵晨伊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航拍中
国》总导演余乐和赵晨伊都表达
了相似的感受：两岸间的血脉联
结深刻于山川土地、民俗传统之
中，无需刻意寻找、只是客观呈

现，便足以让人动情。
余乐说，制作本片时常常思

考，台湾同胞是否会产生共鸣？现
在影片得到台湾同胞认可与称赞，
作为创作者深感欣慰。

对于《航拍中国》系列，台湾
篇有何特殊意义？“台湾篇是不可
缺少的一集。”余乐表示，有网友
在第一季播出时就留言想看到台湾
篇。这一终章播出，完成了广大网
友的心愿，也为整个制作团队的工
作画下圆满句号。

作为福建人，余乐说，自己从
小了解闽台间的文化相通性，因此
无论从地理、还是心理认知上，都
认为台湾从来就不遥远。赵晨伊表
示，观众们对 《航拍中国》 的喜
爱，源于中国人对自己土地的热爱
与惦念，大陆观众也正是怀着这样
的深情看台湾的。

《航拍中国》制作团队谈台湾篇

怀着深情看台湾怀着深情看台湾
本报记者 修菁

“骨肉天亲 血脉相连——
海峡两岸家书特展”近日在位于
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
行。展览通过1000余封不同时
期的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立
体、直观地呈现两岸同胞交流交
往中的感人故事。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展览开放
部副主任庄小芳说，此次展览分
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等
板块，通过家书内容和写信人生
平事迹等方面的介绍，还原出一
个个感人故事，展示两岸同胞间
唇齿相依、守望相助的手足情
谊。

“只有日夜思家、思娘、更
想念着你们”“心里也是很想回
去看看”……展览上，一封封饱
含真情实感的两岸家书，书写着
见字如面的嘘寒问暖、家长里短
的牵肠挂肚、故土乡邦的离愁别
绪，更寄托着爱国如家的深情大
义。

“很感动，让我想起了早些年
写给大陆亲人的家书。”来自台湾

的吴肇熙老人每走到一组家书前，
都要驻足许久。他1949年跟随家
人到台湾生活，一直和大陆亲人有
家书往来。近年来，他时常往返两
岸，也通过网络和大陆亲人随时保
持联络。吴肇熙说，自己也想把珍
藏的两岸家书捐赠展览，“这些都是
两岸同胞心连心的证明”。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研究部副研
究馆员黄晖菲对此次展出的“林硕
卿系列家书”印象深刻。“林硕卿先
生是福建南安人，1948年赴台。他
将对家乡的思念和热爱转化为实际
行动，多次捐资支持家乡建设。”黄
晖菲介绍，2015 年林硕卿不顾严
寒、高龄和医生劝阻，毅然踏上返乡
路，可见其思乡爱乡之心。

近年来，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迁台记忆文献资料”征集活
动，让两岸家书等涉台文献资料，
重回大众视野。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2019年开启“两岸家书”抢救性
征集与研究工作，现有馆藏家书近
3000 件，时间跨度超过百年。

（钟欣）

海峡两岸家书特展在福建泉州举行

近日，2023湘台文化交流
季暨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
在长沙岳麓书院启动。此次湘台
文化交流季活动涵盖“和”字书
法大赛、“文脉寻根”之旅、中
华优秀文化研讨会、“文化传承
与创新”夏令营、两岸艺人“年
代对话”竞演等，丰富多彩的文
化交流活动将延续至8月。活动
期间，来自台湾台东县少数民族
代表、两岸青年学生代表等从岳
麓书院出发，前往永州祭祀中华
人文始祖舜帝，参访瑶族先民聚
居地，开展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交
流。娄底、邵阳也将同步举办少
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湘台两地
艺术家还将汇聚一堂，开展艺术
创作“对话”。

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
室主任曾智夫表示，两岸同胞同根
同源，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
根脉和归属。举办湘台文化交流季
活动，旨在通过交流互鉴，加深相
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促进两岸
同胞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青年是文化传承的主力军，热忱欢
迎台湾青年来湖南追梦、筑梦、圆
梦，与大陆青年携手共创民族美好
未来。

此次活动以“寻文化根脉·叙
一家亲情”为主题，由中共湖南省
委宣传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广播
电视局、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大
学共同主办。 （闻湘）

“寻文化根脉·叙一家亲情”2023湘台文化交流季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