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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热腾腾的天津包子作为话剧《宝岛一村》的结尾
“彩蛋”，给北京观众带来暖心回忆。10日至13日，
《宝岛一村》经典版15周年巡演登陆北京，在天桥艺
术中心连演4场，累计吸引6000多名观众观看。

《宝岛一村》由台湾著名话剧导演赖声川和节目
制作人王伟忠联合编导。故事从“赵家”“朱家”“周
家”三个1949年赴台落户的眷村家庭讲起，呈现半
个多世纪萦绕海峡两岸的乡愁。2008年12月，《宝
岛一村》在台北首演，并于2010年初开启首次大陆
巡演。

15年来，台湾表演工作坊出品的 《宝岛一村》
经典版上演超过300场，覆盖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
以及海外地区。2023年7月，《宝岛一村》经典版在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开启15周年大陆巡演。此次巡演
将依次走过上海、深圳、杭州、北京、西安五座城
市，历时一个多月，最终回到上海的上剧场。

“眷村”指1949年后台湾当局为安置上百万大陆
赴台军人和家眷所建立的聚落。随时代变迁，台湾各
地800多处眷村逐渐消失，仅有个别眷村得到保存。

“演员跟我说，即使眷村被拆光，但还会剩下一
个，叫‘宝岛一村’。”赖声川告诉记者，《宝岛一
村》主要取材自王伟忠在眷村的成长经历，“在眷村
生活过的人看了觉得过瘾，认为它真实反映了眷村生
活，这部戏就是成功的，就对得起眷村的人。”

整部剧三个多小时，没有特别惊心动魄的情节，
呈现给观众的是简单而又真实的家居、邻里生活。

“看完演出后，我感受最深的是那浓得化不开的乡
愁。”首次观看这部话剧的张先生说，剧中最打动他
的是“探亲”“重逢”这两场戏，身边很多人看完后
跟他一样泪流满面。

特意从天津赶到北京观看演出的李女士说：“剧
中‘老赵’写给儿子的信非常动人。”信里说，愿你
此生不像我们一样颠沛流离，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叫
战争，愿你此生一切平安。“当前台海形势比较紧
张，希望两岸关系尽快回温，两岸同胞共享和平、共
同过上好日子。”

“我们需要更多交流和相互了解。”赖声川说，
《宝岛一村》第一次到大陆演出时，大家都没把握，
因为不知道大陆观众是否对眷村题材感兴趣。但这部
戏演到今天，已去过大约40个大陆城市，所到之处
都是热情观众，很多人看完后起立鼓掌。“这种感
动，也是两岸一种深度的交流。” （刘欢）

《宝岛一村》经典版
15周年巡演登陆北京

9日，闽台两地十多位艺术家携百余件书画艺术
作品亮相福建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为期五天的

“艺同源绘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展，以墨会友、以画
传情。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百余件闽台艺术家书画
作品，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两岸艺术交
流。参展艺术家还现场挥毫泼墨，共同创作一幅国画
花卉作品，并赠予泉州闽台缘博物馆作为馆藏。

参加此次交流展的台湾“虾画”名家孙晖说：
“这次我们与大陆的朋友深入地分享了创作心得和感
悟，机会非常难得，盼望这样的活动更多一些，让两
岸人民常来常往，携手让根脉相连的文化得到传承和
发扬。”

高雄书法学会常务理事、台湾采风书画艺术馆馆
长张明琴表示，这次台湾艺术家带来了人物、花鸟等
不同主题的多件作品，与大陆朋友一起讨论切磋。

“大陆艺术家的‘大山大水大写意’艺术创作风格在
台湾比较少见，这次来到大陆获益良多，大家能够在
艺术上互相借鉴、共同提升，非常有意义。”

本次活动由泉州市丰泽区委台港澳办公室指导，
福建福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主办，活动期间还将
举办两岸艺术家书画作品义卖、网络直播“云观展”
和艺术研讨会等活动，探讨和推动中华传统艺术传承
和创新。 （李慧颖）

闽台艺术家“艺同源绘两岸”
书画展在泉州举办

我经历的两岸学界交流那些破冰故事
口述／陈孔立 整理／本报记者 修菁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身体挺直，双腿与肩同
宽，双手叠抱，缓缓向上方推，推至与眉同高时，躬
身行礼……8月10日，在厦门的一家书院里，来自
金门的20名学子和厦门湖里区20名台胞台商子女一
起，整齐划一地向师长们行“天揖礼”。据了解，这
是由厦门湖里区委台港澳办、湖里区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等单位举办的“弘扬中华文化 当好中华传
人”——厦门湖里区台胞台商子女文化寻根夏令营活
动开营仪式。

本次夏令营课程生动丰富，中华礼仪知识实践
课、《诗经》吟诵课、制作友谊香囊等活动让金门学
生、在厦门的台胞台商子女体验到了厚重的文化魅力。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
也……”金门小学五年级学子童文萱，跟着国学老师
一起，认真地吟唱着《诗经》经典作品《卫风·木
瓜》。

“这个营队让我学习到很多的中华文化，之前我
也有来参加过，我很喜欢传统文化。也期待更多同学
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共同学习更多的中华文化。”
童文萱说。

在厦门的台生王唐雷则开心地说：“这次夏令营
我交到了来自金门的朋友，他们很优秀，大家相处得
很愉快。”

“金门、厦门是一家，两地的孩子们需要更多这
样的文化交流，去加深相互间的认知和情谊，缔结深
厚的友情。”金门学生领队许峻岷说。

“这次夏令营活动通过让生活在两地的孩子们结
成对子，是想让小朋友们从小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
解，加深两岸一家亲的情谊。”厦门市湖里区台港澳
办主任方旭明在湖里区台胞台商子女文化寻根夏令营
活动中表示。

台胞台商子女
在厦门开启文化寻根之旅

■“不是团”来了

1986年 7月，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
台湾研究国际研讨会，是我和台湾地区学
者开展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在这次会上我
的发言题目是《台湾移民社会中的械斗问
题》，报告后一位女士站起来说，“你说台
湾是移民社会为什么后来变成殖民社会
呢？”，当时我不认识这位女士，后来才知
道她是吕秀莲。

在会场我不想正面回应她，看到写
《台湾人四百年史》的史明也在现场，我
就对着史明说，“你是说‘台湾变成福建
的殖民地’之人，理由不外乎两点，一个
是在政治上，台湾人都不能在台湾当官，
在台湾当官的都是外省人；二是台湾的米
都被福建拿去吃了。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
题，清代有一个回避制度，任何人都不能
在500里以内的本地当官，所以台湾人不
能在台湾当官，浙江人不能在浙江当宫，
不是专门针对台湾的。第二，台湾的米给
福建人吃了，我小时候就吃过台湾米，但
我们不是白吃的，是向你们买的，台湾有
米当然会卖，福建缺粮不得不买，但台湾
有很多东西是从福建运过去的，怎么能说
台湾是福建的殖民地呢？”这是我与台湾
人士的第一次交流，有交流就有交锋。

后来1988年 1月，台湾史研究会邀
请我去台湾开会。我到了香港后，收到台
湾当局不让我去台湾的通知。我就把论文
从香港发到台北，由台湾学者替我在会上
宣读。据岛内友人传递来的信息，台湾媒
体对此事的报道说：“陈孔立文到人不
到，台海学术开始交流”，我因此也成为
大陆学者第一次在台湾地区举办的学术会
议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同年6月，香港大学举办台湾经济、
历史、文学、文化国际研讨会。会后我和
台湾学者魏萼及几位香港学者举行了一次
座谈。魏萼建议在闽南开设“小台湾”特
区，我对此颇感兴趣。在讨论中，我向他
们介绍了福建的具体情况，也提出不少需
要解决的难题。这是我第一次与台湾学者
单独探讨有关两岸的实际问题。台湾媒体
以《福建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与港台关系》
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

当年8月，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王晓
波组织了一个大陆台湾史研究现况考察团
带领几位台湾学者赴大陆访问。台湾当局
不准这些学者组团前往大陆，他们只好在
考察团的简介上盖上“不是团”三个字，
说他们是来大陆探亲的，在厦门机场“不
期而遇”，后来参加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
所为他们举办的“台湾史研究学术交流
会”。这次会成为两岸学者第一次合办的
学术研讨会。

1989年10月，台湾学者庄英章、张
富美及美国学者武雅士等人，与厦门大学

历史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台湾研究
所，一起进行“闽台社区民族志比较研
究”，这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共同进行田野
调查。

1990年，台湾文化界知名人士陈映
真来访。当时他创办了人间出版社，提出
可以帮我们在台湾出版书籍。后来厦门大
学台湾研究院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批判史
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论文集，1994
年由人间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史明台湾
史论的虚构》。当时大陆人士不能在台湾
出书，所以我们用的全是笔名。这是两岸
合作出版的第一本书。

■“匪情研究”与大陆研究

1992年 9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
学术研讨会，以“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
为主题，台湾学者有龚鹏程、吴宏一、李
瑞腾等人。龚鹏程当时是台陆委会文教处
处长，他本身又才华横溢，博古通今，用
台湾流行的用语可以称之为“官学两栖”
之人。在讨论的过程中，尽管有些问题提
得相当敏感、尖锐，但大家都能冷静耐心
地答复。双方的观点必然存在差异，但彼
此都能坦诚友好相待。这是我在赴台前，
又一次与台湾学者在海外的交流。

同年11月，我应台湾中国大陆问题
研究中心和东吴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之邀，
率团赴台。这是大陆研究台湾政治、两岸
关系的学者第一次组团访问台湾，于是有
了许多“第一次”：大陆学者第一次参加
在台湾举办的两岸关系研讨会，就大陆对
台政策、一个中国原则、“一国两制”、

“天朝心态”等议题展开激烈争论；第一

次与许多台湾学界、政界人士交谈；第一
次单独接受几十个台湾记者采访，回答他
们各式各样的提问，诸如对“台独”党
纲、第三势力、“不放弃使用武力”等，
这是大陆学者面对台湾媒体的第一次对
话；第一次访问台湾的大学，见到东吴大
学校长章孝慈先生；第一次访问台湾的研
究机构，其中有东吴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中华经济研究院、民
主基金会、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国策
中心、中研院、淡江大学等。

在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我第一次
见到中心主任林碧炤、副主任苏起及吴安
家等几位台湾政治学知名学者，与他们对
话，会后我要求参观他们的资料室，我想
看看他们的“匪情研究”什么时候改为

“大陆研究”（后知大约在 1989-1990
年）；在民主基金会，第一次参加一场有
关台湾选举的讨论会，在座的有包宗和、
葛永光、高辉等人，都是大学教授和研究
选举的专家。我们就得票率的估算方法、
得票率与席次的关系、自行参选对候选人
的影响、民进党的政治诉求，和“福利
国”派系的主张，对选情的影响、民众投
票取向、地方派系的作用、两党的配票作
业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在这次访问中，我还第一次访问海基
会，见到陈长文副董事长。陈长文提出

“两岸并行发展，逐渐走向统一”的主
张，我们共同讨论了“一国两制”“一国
一制”等问题。此次同时，在这次访问中
我还第一次见到了民进党的邱义仁、陈忠
信、陈芳明及台大教授夏铸九等人，与他
们就台湾各阶级、中小企业、工人运动、

“福利国”的政策、民进党如何面对选

举，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问
题进行对话。

■难题“解套”

后来两岸交流越来越频繁。其中有几场
学界交流，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值得回忆。

1994年在海基会参加一场有关两岸
关系的研讨会时，两岸学者就一个中国原
则、两岸的政治关系、台湾的“国际空
间”等问题展开争论。这些问题都不容易
解决，大陆学者认为有道理的事情，台湾
却被视为是“打压”。这让我深深体会
到，两岸之间不是简单地判别谁对谁错就
可以，这里面还有感情问题，需要从政治
心理学的角度做深入研究。

1996年，我应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
系中心邀请，访问台湾，走访了文化大
学、国策中心、政大东亚所、选研中心、
成功大学、中山大学。在政大国关中心参
加大选后两岸政经走向座谈会，在台湾中
山大学参加两岸僵局如何解套？座谈会
上，见到了赵春山、陈德升、周阳山、姜
新立等学者，就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
制”、统“独”问题、台湾的“国际空
间”、两岸僵局的解套、政治对话、“三
通”等问题展开讨论。双方的分歧较大，
台湾媒体以“两岸学者缺乏交集”为题做
了报道。

1999年 5月，我应台湾政治大学之
邀，再次访问台湾，他们组织了一场报告
会，国民党、民进党、新党、建国党四党
代表在会上宣讲对两岸关系的政策与态
度。我不想介入他们的争论。我在发言
时，针对会上几位提到“民族主义”的看
法，表达了个人的意见。当时正值美国飞
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中
国人的愤慨，上街游行抗议，但美国却用

“误炸”来解释整个事情。会上有人谴责大
陆的“民族主义”，我则回应有两种民族主
义，一种是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
义，不分青红皂白地见外国就反，或鼓吹
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甚至发动对其
他民族的侵略战争。另一种是理性的民族
主义，是维护民族尊严、主张民族平等、
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我相信大陆人
民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依照国际关
系的准则办事，绝不会出现过激的行动。

2003年 2月在台北中华欧亚教育基
金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与张京育、
陈忠信、洪秀柱、杨开煌、周继祥、董立
文等台湾学者对谈。当时两岸仍然存在政
治僵局，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大家就
如何突破僵局各抒己见。当时台湾离
2004年选举不远，多数台湾学者认为两
岸最好不要出现紧张局面，也不要急于打
破僵局。那一次会上，我们还见到民进党
一些197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发现民进
党当局只想“谈”，不想“通”。“谈”表
示两岸关系稳定，对民进党选举有利；

“通”则可能出现问题，例如大陆会采取
军事行动，而台湾的资金、人才会流向大
陆，大陆有可能会抛开台湾的公权力，进
行民间协商。总之，他们要“政府对政
府”谈，就是要以“三通”换“两国”。

那次在离开台湾的前夕，泛蓝整合成
功，推出了“连宋配”参选 2004 年大
选。我到达香港时，当地媒体来问我“连
宋配”会不会引起民进党紧张？大陆对

“连宋配”是否有期待？我的回答是，民
进党并不担心“连宋配”，因为他们已准
备好如何应付，他们有信心争取中间选
票。至于大陆对“连宋配”的态度，我认
为不会介入，因为大陆会尊重台湾人民的
选择。

（陈孔立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本报讯 （记者 修菁） 8 月 15 日，
第十四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
省雅安市开幕。作为国台办2023年的重
点交流项目，电影展以“品光影台湾 游
魅力雅安”为主题，包括开幕仪式、主题
展映·主创映后见面会、行业对话·文旅
推介、行业采风四大主体活动。活动将持
续到18日。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交
流局指导，中国电影基金会、台湾两岸电
影交流委员会、雅安市人民政府、中国电
影集团公司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外影
视合作发展专项基金、雅安市委宣传部、
雅安市文旅局、中国电影集团国际合作交
流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承办。

电影展期间，雅安万达影院、上影国
际影院将首次展映《本日公休》《你在我
心上》《哈勇家》《童话·世界》《一家子
儿咕咕叫》《诈团圆》 6部台湾影片，共
12场。届时，相关展映影片主创将出席
影片见面会，和观众面对面交流。此前，

第十四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已于今年
7月在台北举行。

“两岸电影展自2009年开办以来，一直
致力于搭建两岸电影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为观众提供深入了解两岸电影和文化的机
会，也拉近了两岸民众的距离。”在开幕式
的致辞中，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
表示，作为大熊猫的故乡、茶马古道的起
点，雅安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
有着突出的生态优势，美丽的景色吸引了
许多摄制组到这里取景。此次，希望通过
6部台湾影片能有效地促进两岸电影文化
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两岸同
胞的感情。

“历经3年的停滞低谷，今年将是实体
交流归零再出发的一年。我们将尽最大努
力，让台湾观众了解大陆电影的现今风
貌，更要把台湾电影再次推荐到大陆。”两
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著名导
演朱延平在致辞中表示，此前，蕴含雅安
元素的影片赴台引发热烈反响，雅安与台

湾缔结的缘分越来越深。“我们将借此机会
到雅安走走、看看，逗软萌国宝、品清香
雅茶，希望能激发更多灵感，创作出更多
兼具艺术水准和观众口碑的作品。”

朱延平在开幕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到雅安参加影展几天，他深深感受到了
当地市民的热情，“希望在活动之余，赶快
去看看大熊猫，这是我们朝思暮想的，也看
看这边的环境，把好山好水‘带回’台湾，
也希望台湾的电影能来雅安取景。”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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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为窗以影为窗 看见两岸的你我他看见两岸的你我他

上图：1992
年 11 月 ， 陈 孔
立 （前排右二）
到台湾东吴大学
访问，见到校长
章 孝 慈 （前 排
中） 等台湾学界
人士。

左图：1987
年 9 月，陈孔立
接受台湾《自立
晚 报》 记 者 采
访。

（陈孔立 供图）

作者作为大陆学界
研究台湾问题的“南派
泰斗”，早在 1987 年台
湾当局开放台胞探亲之
前，就开始与台湾学界
开展学术交流。文中他
分享了两岸学界交流早
期，他经历的几个“第
一次”及几场印象特别
深刻的学术交流。

两岸电影展自 2009年开办以来，一直致力于搭建两岸电影人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并以影为窗，为两岸观众提供互见的窗口。图为本届台湾电影展启动仪式两岸
电影人齐聚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