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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需求也

日益增加。
2023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新希望专项基金、中华少

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关爱新生命项目组发起成立的“健齿微
笑工程”社会公益项目全国启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作为技
术支持单位为项目的执行保驾护航。

健康中国，从“口”开始；微笑中国，从“齿”开始！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把人民身心健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战略，全力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努力使人民群众
不生病、少生病，共建共享健康生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
和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而“健齿微笑工
程”正是落实“三减三健”（提倡减少盐类、糖类、油脂的摄
入；倡导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专项行动，践行
健康中国行动的具体措施之一。

俗话说，牙口好，胃口就好。可是，国人的口齿健康，却
是令人堪忧！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初中
高中阶段人群中，80%到90%的学生口腔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需要治疗。而我国居民患龋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35-44岁、

55-64岁、65-74岁年龄组居民患龋率分别为89.0%、95.6%、
98.0%。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关爱新生命项目创始人、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新希望专项基金执行主任朱则柯告诉笔者，让每
一个人都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都有幸福的微笑，是“健齿微笑工
程”实施的初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关注“一老一小”牙齿健
康，推进“健齿微笑工程”，需要社会的支持，更希望有更多的
企业、政府部门能够加入进来。

健齿微笑工程就是通过早检查、早干预、早治疗，全面提升
项目覆盖区域的青少年群体的口腔健康水平，从生理和心理两方
面建立青少年自信心，给每一个孩子带来自信灿烂的微笑。

从2021年10月，第一个“健齿微笑工程”项目落地湖南省
嘉禾县，到如今已经遍布16个省市100个地市，20000多名学
生享受免费口腔检查，17000多人建立了口腔专业数据档案，
1800多名患者得到二次治疗。

让少年儿童有一口明亮的牙齿，让老人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健康中国，从“齿”开始！“健齿微笑工程”如今已成为最受人
民欢迎的公益项目之一。

保障人民的健康，是我们的心愿！
而每个人的微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温暖！
我们相信，随着“健齿微笑工程”的推进，14亿中国人，

将以更加健康的姿态，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

微笑中国 从“齿”开始

广告

文/夏龙江

日前，台湾作家张晓风参访大陆，
开启为期三天的文学交流活动。走进北
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与两岸文学
青年对话，参访中国作协、十月文学
院，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手稿……两
岸作家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如何深化
相互间的深厚友谊，在文学创作上相互
激励，在新时期发挥文学的作用，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是参访途
中她始终在与大陆文学界朋友、同道对
话沟通的话题。参访期间她接受了本报
记者的采访，谈到她的文学观以及中国
古典文学对她的滋养。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看到鲁迅先
生复原书屋时，感慨良多，可惜他早
已离开了我们。拜现代医学所赐，我
已经 80多岁，比鲁迅先生长寿得多。
也正因如此，我看到了中国土地的成
长、人民的成长，而且自己也不知不觉
地参与其中，感到非常荣幸和愉快，也
激发我勤劳地持续写作。”已是耄耋之
年的她，平时走路常拄拐杖，但在内心
深处，她还是“靠文学‘靠山’滋养自
己，心始终跟中国历史衔接，一生醉心
于中华文化”的蓬勃创作者。

■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
共同的文化记忆

记者：故 乡 留 给 少 年 的 您 哪 些
印记？

张晓风：我祖籍江苏徐州，出生在
浙江金华。父母告诉我，家乡那片土地
一直比较贫瘠，粮食生产也不是很顺
利，所以一直是一个比较穷苦的地方。
再加上我们家的地也不多，所以我爷爷
是靠教书为生的，教书也就是在乡下
私塾里头教书。他教书的地方不在自
己村子，而是在隔壁一个村子。有一
次我回到老家，想看看爷爷教书的地
方，有一个老人家跑出来，他说，你
爷爷以前就是在我家吃饭的。我想，
乡下孩子大概没什么钱，他说“你爷
爷在我家吃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
可能拿饭当作报酬，也可能逢年过节
的时候，他们会给爷爷一点钱。总
之，爷爷是用在当时很低的乡村老师
的薪水，来养活一家人。

故乡留给我更多印记的，是我在南
京居住的那段日子。那时候刚刚抗战胜
利，大家从重庆搬回南京，需要大量的
宿舍。在南京有个叫兰家庄的地方，盖
了一大堆的宿舍，在那个时候算是豪宅
吧，因为是两层楼的。我很喜欢那个地
方，应该算是我有记忆开始第一个房
子，还有一些从小到大居住过的房子，

没有留在我的记忆中，或者只有模模糊
糊的记忆。但对于兰家庄的房子，我会
一直很怀念，会怀念我的小柜子，小柜
子里的娃娃。这些年我还常常回南京，
但是兰家庄已经不存在了，那些房子都
被拆了。

记者：您在一篇散文中曾写道:
“我有一个流浪漂泊的命运，但是很意
外地在一个小小的岛上生存了很长时
间，我的身体在台湾长大，可是我的心
好像跟历史的中国衔接，不管是到南京
或者是西安，我觉得都是我心灵的一个
故乡。好像李白、杜甫、李商隐这些文
学先辈，随时会跑出来与你相遇，所以
不是地理上而是心灵上能跟传统衔
接。”您心灵上与中华文化的天然联
结，是怎么形成的？在大陆留下的这些
记忆，会拉近心灵联结？

张晓风：应该说我的记忆比如说住
的、吃的、人或者什么，这个只占一
半，我大部分的记忆是从书里来的。就
是说，读到书里所记载的古代以及现代
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
从阅读里面来的，可以说是文学给予心

灵的滋养。所以，我希望能够把中华文
化古典的东西充分地融化到现代生活里
头来，而不是要弄得漂漂亮亮的古典来
装饰我们。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确实蕴
含了很好的精神，这个精神我们要了
解，就像我讲的“菽水承欢”，菽不只
是豆子，我们要想想豆子背后的意义。
豆子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古人了解植物
性的蛋白质对老人的好处，所以是一个
有很美寓意的汉字，它蕴含了中华文化
的孝道。

记者：所以您说“我舍不得不写字
啊！”

张晓风：大家把汉字看成是交流工
具，我觉得它比交流工具的功能还要
多。因为汉字是有情感的，它是有画面
感的，它所描述的东西能够透过画面文
字来传递一些意象。所以，我总说，读
汉字要读慢一点，慢慢地对每一个字留
下来的意象，想一想，看一看。汉字所
构成的词或者成语，这些都表达了相当
丰富复杂且委婉的意蕴。我盼望着有更
多人能够感受到汉字之美，同时汉字也
是带领大家徜徉中华文化时光列车的一

位“导赏者”，带领大家去解码中华民
族强大凝聚力的文化密码。

■能把中文说好实在是一个功德

记者：此前您提到苏东坡对您的文
学创作影响很大？

张晓风：近一千年来的中国文人
中，我认为最可贵、最值得去追随的一
位文人，就是苏东坡。我们要将苏东坡
介绍到全世界才对，因为这样一个中国
读书人的典范应该让更多人认识，他不
单是文学好，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生活
的态度也很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我从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
教，1975年从东吴大学去了一个叫阳
明医学院的地方教书。很多人会好奇，
去阳明医学院你教什么？都是医学生。
其实医学生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还是要读
中国文学，我就是给那里的医学生教中
文。给医学生教中文和给中文系教中文
会稍有不同之处，中文系学的内容会更
细化、更专业，医学系就比较注重对文
学本身的欣赏与体会，人家都说科普，

实际也有一种文普，让文学普及化。他
们将来不会做文学工作，但还是应该给
他们多一点的文学教育。我从1975年
到 2006年，有 30年在阳明医学院教
书，阳明医学院后来扩大、和台湾交大
合并了，更名成阳明大学，现在又更
名成阳明交大。我这次参访北京交通
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的校长特意准备
了一份小礼物让我带来。现在阳明交
大的校长是我之前的学生，他当年也
是个文艺青年，他想和北京交大建立
一个更亲密友好的关系。我教中文，
喜欢古典文学，也希望古典文学可以
影响他们作为医生对病人的、对人的
一个观察角度。在我理解，中国文学
其实是靠词语写成的，不是一个一个
字，然而我们现在用词用得很粗糙，
海峡两岸都一样，主要是因为我们很
少再去念古书，写作要是注重行文，
在白话文的基础上有一点文言的底子
这样会比较好。

记者：阅读您散文和诗歌的读者与
评论家，经常会提到“美感”这个词
语，您的文字中又有婉约又有壮丽，您
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张晓风：就像生小孩，作者都希望
生个漂亮的，作者也希望写出漂亮的作
品。可是美在哪里？作者就需要去努力
了，哪个东西是美的、好的，哪个东西
是俗气的，要把他们分辨出来。能把中
文说好实在是一个功德。往前追溯，好
的语言其实是士大夫阶级在用，一般平
民的语言也好，是小老百姓那种通俗的
好，所谓上层社会和小老百姓的社会都
在铸造某一种语言，那现在好像两种都
式微了。士大夫那种优雅的、深奥的语
言消失了，小老百姓也不太会讲谚语、
歇后语，如果能够试着去恢复，我觉得
是很好的，我们很需要好语言。广东话
有谚语说“牵牛下水，六脚齐湿”，如
果你牵一只牛去水里，要六个脚都一起
湿，你别想让牛自己下水，人得把它拖
着，那湿的就包括人自己的两只脚。这
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你如果是做领导
的，你别奢望你的部下去做什么事，除
非你自己走在前头。这不是什么大有学

问的人说的话，但非常传神。过去不光
是士大夫阶级有优美的语言，普通老百
姓也有他们表情达意、很有哲理的语
言 ， 虽 然 这 个 语 言 有 时 候 有 点 粗
糙，可是很准确。我们现在的语言
太简化，恨不得所有的问题都简化到
yes or no这样的答案里就算了。其
实在各个领域，好好地使用中文都是
非常必要的，好的语言在任何地方都
是重要的。

记者：海峡两岸文学界的交流一直
很热络。您对两岸文学界特别是两岸青
少年间的文学交流和两岸年轻创作者，
有哪些建议呢？

张晓风：我觉得年轻写作者要找到
一个“靠山”，这个“靠山”可以是古
典文学，可以是外国文学。不管怎么
样，都应该找到一个特别的“靠山”，
如果找不到，那就到民间去，去吸收、
学习民间的智慧。创作者需要找到那个
跟别人不同的“靠山”，有的人是平均
靠，不过我觉得你要是想要有特色一
点，还是要对某一个作家多下功夫，多
去追随这个作家的作品，多读多学，

“变心”了也没关系，再换一个好作家
追随。

文 行 海 内 兮 归 故 土
——与台湾女作家张晓风对谈思乡爱国之情形成路

本报记者 修菁

人物名片：

张晓风，1941 年出生于
浙江金华，江苏铜山人，8岁
随家人赴中国台湾，先后就读
于北一女中和屏东女中，毕
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张晓风
创作过散文、诗歌、小说、
戏剧、杂文等多种体裁的作
品，以散文最为著名，多篇
作品入选大陆各种版本的语
文教材。她的作品在抒写家
国情怀及社会世态中融入哲
理 。 主 要 作 品 有 《春 之 怀
古》《地毯的那一端》《愁乡
石》《我喜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