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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医学中医，，就请到大陆去就请到大陆去
——台生徐泽中大陆求学记

本报记者 修菁

“来大陆读书会更认识这里，会发
现两岸年轻人有很多不同，也有很多的
相同，这都是我们认识这里的必然过
程。来大陆就是一个生活选择，对我这
代台湾年轻人也是很正常的选择。”从
小对中华文化感兴趣，高中三年级萌生
来大陆读书的想法，既来之则安之，用
心融入后，发现了更多两岸同根同脉的
迷人之处。对北京中医药大学台湾省籍
学生徐泽中而言，他的大陆发现之旅，
未完待续。

“学中医就该赴大陆！”

早在2000年前后，台湾媒体就多
有报道“台湾人赴大陆学习中医”之新
闻。在徐泽中幼年的记忆中，“台湾中
药行所卖的中药多由大陆进口，因为台
湾的气候很难种出部分中药，台湾百姓
也乐于采买这些来自大陆的中药材。”
中医药对于幼年的他，留下的记忆还有
感冒发烧时，家里每每飘起的草药味
儿。

2020年年初，世界各地的人们对
于新冠疫情还多有揣测与害怕，正在读
高中三年级的徐泽中一边关注着岛内媒
体对于新冠疫情的报道，一边准备自己
的高中学业考试。“当时也了解到大陆
这边中医对防治病毒的贡献，就忽而萌
生想来大陆学习中医的想法。”

“噢，你要去‘亲中’啦’！”听闻
他的选择，有台湾同学随口一说给出这
样的反应。但一向自己认准的事，不会
在意周围人眼光的徐泽中坚持了“登
陆”读书的选择。

“学中医就该赴大陆嘛！”所幸，他
的这一选择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在徐泽
中看来，虽然他的选择在同辈人中不算
是多数，但是“比起两岸政治，过好自
己的生活、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才是一
切的根本。”未来他还打算在北京中医
药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朝着自己选定
的人生目标前行。

“在台湾，中医其实偏向一个‘更
民间’的医学，因为官方态度是以西医
为主，这与历史发展有关。明治维新之
后日本喊出‘全盘西化’，日本殖民时
期的台湾也以西医为主。在日本殖民时
期台湾排名第一的大学台北帝国大学，
光复后改名台湾大学，仍以西医为主。
台湾地区的医学精英从殖民时期到今天
大多出自台湾大学医学系（西医），排

名名列前茅的公立大学医学院都以西医为
主，专业的中医科系只在台湾两所大学
有。”因为从小喜读历史书，对于医学在
台湾的发展历史以及自己的职业发展之
路，他都带着十分理性的观察视角。

“因为历史，台湾本身就是西医强势
的环境，后来不重视中医延续至今。我来
北京学中医，学校的课程比重大概是中医
相关的占60%，西医的占40%。而在台
湾，中医专业毕业后有不少人选择当西
医，所以台湾西医课程比例会偏高。当然
这仅限于我个人的观察，毕竟我并没有在
台湾学习中医。”徐泽中坦言，其实在台

湾社会的认知，中医科系常常被视为“考
不上医学院 （西医） ”的“第二选择”。

“就算你是从小想学中医，但当人们知道
你考上中医科系后，大多反应会是‘没考
上西医吧’。这是长久以来的大环境下人
们的正常反应。”

中医智慧寻常事 正因两岸是
一家

来北京读书后，徐泽中有了零距离观
察大陆医院如何做中西医结合。

“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有很多种，去

除大家都知道的针灸、推拿、拔罐，还有
比如紧急止血时撒香炉灰等等，这些在西
医看来恐怕会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除
了治不好妃子御医被皇帝赐死这类情况之
外，没有什么医患纠纷的概念。但这些传
统中医方式如果原样搬到现在的医院，当
然就会引起争议，比如碰上一个血流不止
的病人，为了紧急止血而撒个香炉灰好
了，病人如果过世，家属要闹起来，这过
错方算谁的？如果是西医的话，每一个步
骤都有规范化的数据或资料可以佐证。”

“中医的理论和疗法，很多时候很难
被规范化、数据化，比如典籍《伤寒杂病
论》里讲述人体因风寒而引起的病理变化
及如何治疗，里面提到‘六经’，也就是
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
种。这些如何去用规范化的数据去证明？
西医可以看一个数据，知道此人贫血，而
中医很多理论以‘气’为主，比如诊断此
人气血不足，这种如何用科学数据证明？
病人确实存在这现象，中医的疗法也管
用，但中医和西医就是‘在现代难以被科
学地数据化’这点存在差距。中医和西医
有各自的历史发展及文化，但是仍可以结
合相互辅助。”

现在还在就读本科的徐泽中虽然尚未
有太多实务操作经验，但自小就有的兴
趣、外加学习认真，对大陆医院中西医结
合的情况有自己的观察。“我观察到大陆
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情况很普遍，比如
看病流程、检查身体看数据等还是西医，
但会与中药结合，比如麻黄可以医治什么
症状，达成一个相互辅助的效果。台湾大
医院很少有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以西医为
主，但北京的大医院不少会有这种中西医
结合的，也有一些三甲医院有附属的中医
医院或中医科。”

“其实在对中医的观念上，两岸民间
不存在什么差别。有差别的是两岸教育
和环境对中医的重视程度，如相关单位
是否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在他看来，两
岸同为中华文化，在许多观念上并无二
致。老百姓有个跌打损伤，会选择去中
医诊所，也有不少人会去找中医调养身
体。徐泽中作为“00后”的一代，从小
到大自然也碰过对中医没什么兴趣 （甚
至不太相信中医） 的人，但他的感觉
是，“老百姓其实用中医而不自知。比如
坐月子、冬天喝姜汤、鸡汤里加点红枣
人参枸杞，其实这些不就是中华传统中
医的体现？”这位台湾准中医师的大陆观
察记，未完待续。

地方 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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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泽中看来，在对中医的观念上，两岸民间不存

在什么差别，有差别的只是两岸教育和环境对中医的重

视程度。

应中国台北奥委会邀请，大陆全民健身展示交流
团一行11人日前赴台开展示范交流活动。26日，交
流团在台北市立大学开启在台首站活动。

当日，大陆社会体育指导员展示了太极扇、彩带
龙、花式跳绳等健身项目，台北市立大学学生表演了扯
铃、霹雳舞、特技舞蹈等，双方还一起跳了锅庄舞。

大陆全民健身展示交流团团长、中国社会体育指
导员协会副会长李海钢表示，两岸此前曾就全民健身
主题开展过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喜闻乐见的交流形
式和内容受到两岸民众和基层体育工作者的欢迎。希
望两岸同行利用本次活动机会互学互鉴，推动两岸全
民健身事业共同进步，为增强中华民族体质、增进两
岸同胞福祉再立新功。

台北市立大学行政副校长王宏宗表示，学校将全
力支持两岸全民健身展示交流活动，希望借由此次交
流活动，让两岸同行在技艺展示等环节擦出不一样的
火花。

据介绍，未来3天，该交流团将赴新北市、台中
市和南投县，深入学校、社区，通过座谈交流、示范
互动等形式与台湾同仁和全民健身爱好者分享经验，
通过展演广场舞、健身秧歌、太极、武术、柔力球、
花式跳绳、彩带龙等兼具观赏性、普及性的健身项
目，介绍健身理念和科学方法。

（刘斐 石龙洪）

大陆社会体育团体
赴台交流全民健身

本报讯（记者 照宁）12月1日，海峡两岸农业交
流协会渔业分会（以下简称“渔业分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厦门举办，两岸渔业产业数百人
参加此次大会。大会旨在深化两岸渔业产业对接、经贸
合作和人员交流，推动两岸渔业融合发展。

据了解，渔业分会会员成员近200家，其中有不
少台湾渔业企业。渔业分会与台湾渔会、金门渔会等
社会团体建立同行联盟关系，保持经常性互动联系机
制，探讨两岸涉渔领域常态化互动机制，促进两岸涉
渔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此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渔业分
会领导机构，包括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会上还
聘请了台湾两岸农渔业协会、台湾观赏鱼协会、金门
水产试验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为渔业分会顾问。

“我期待两岸渔业合作有更好的未来。台湾种苗
产业、养殖产业技术成熟，大陆则有着广大的市场，
台湾渔业从业者很期待合作交流，与大陆从业者一起
开发市场。”被聘为顾问的台湾两岸农渔业交流发展
投资协会会长黄一成认为，这次大会将对两岸渔业的
合作和发展起到突破作用。

“渔业分会成立有利于两岸渔业的进一步交
流”渔业分会理事刘文嘉介绍，下一步将会引进台湾
海洋生物科技等投资项目落户园区，推动台湾涉海高
校到厦门，进一步推动两岸渔业的交流研讨。

据了解，厦门多年来开展对台渔业经济、技术、
文化、执法交流，搭建两岸沟通交流渠道，促进两岸
渔业融合发展。并连续9年联合金门开展两岸联合增
殖放流活动，保护厦金海域生物多样性，同时开展厦
金联合执法，有效化解两岸渔业纠纷，维护渔业生产
安全。同时，还推动了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
厦门渔港经济区建设，依托厦门都市水产种业园、欧
厝对台渔业基地，打造对台渔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两岸渔业携手谋发展

本报讯（记者 修菁） 11月30日，由中华全国
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31届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
在江西上饶举办。来自大陆主要对台研究机构、高校
和有关方面的学者、嘉宾约120人，围绕两岸融合发
展、台湾民情新特点新趋势等议题展开研讨。

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副会长纪斌在研讨会开幕式
上致辞表示，当前台海形势严峻复杂、岛内局势复杂
多变，台湾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两条道
路、两种前景的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希望大家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做好台湾民
情研究工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为推进祖国统一凝聚智慧和力量。

研讨会上，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表示，海峡两
岸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这是两岸融合发
展的文化血缘基础；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同
胞是中国公民，这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法理基础。作为
一个创新性的路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具有许多自身
特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
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更多条件和机会，使两岸融合发
展取得更加积极的效果。

全国台湾研究会秘书长陈峰说，台湾问题因中华
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解
决。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
大陆发展进步。近年来，大陆陆续出台惠台利民政策，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让台湾同胞充分感受到“融合有好
处”。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真诚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继续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认清

“台独”严重危害，共同追求和平统一光明前景。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认为，融合发展

是创新型理念，也是内涵不断扩张的概念，与和平发
展两个概念彼此连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完成和
平统一需要心灵契合，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需要休戚
与共，这些都要在融合发展中得以实现。台湾前途在
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自1992年开始举办，以研
究台湾民情为特色，是大陆对台研究领域的品牌活
动。31年来，研讨会把握台湾民意脉搏，汇聚民心
工作共识，为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发挥了积极作
用。本届研讨会由全国台湾研究会合办，江西省台湾
同胞联谊会、中共上饶市委统战部协办。

第31届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
聚焦两岸融合发展

徐泽中 （左二） 与大陆同学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打开手机摄像头，调整好光源和角
度，沈贝庭录制了一段视频。她熟练地完
成剪辑后，上传到小红书账号。

晚餐过后，这位中南大学学生用这种
方式缓解学习的疲惫。“我有段时间没回
台湾了，不过在小红书上可以看到不少台
湾网友，感觉很亲切！”她说。

沈贝庭的爸爸是台湾新北人，妈妈是
河南郑州人，婚后曾在台湾一起创业。看
到大陆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夫妻俩1999
年决定到郑州发展。

在美国读完高中后，沈贝庭在父母引
导下，回到大陆读大学。“家人们都认为
大陆经济发展潜力大、机遇多，希望我早
些回来上学，拥有自己的朋友圈。”沈贝
庭说。

2020年，沈贝庭考入位于湖南省长
沙市的中南大学，入读金融专业。她说，
长沙是一座“网红城市”，整个城市充满
热情和活力。中南大学有不少台湾学生，
学校通过组织参观采风、趣味运动会和高
校交流等方式，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和融
入环境。

在长沙生活学习近4年，沈贝庭如今
越来越喜欢这座“火辣辣”的城市。她
说，河南和台湾的食物都相对清淡，河南
的烩面，台湾的米线、肉圆等，都是自己
特别喜欢的食物。“长沙人的性格火辣直
爽，就像火辣辣的湘菜，我现在也越来越
喜欢了。”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它的味道太
丰富了。在长沙，我发现了新的兴趣爱
好。”大一时，一次在新媒体公司做实习
策划的经历，让沈贝庭萌生了对自媒体的
浓厚兴趣。

当时，沈贝庭所在团队通过深入研究
目标受众，精心选择合适的社交媒体平
台，制定个性化的内容策略，让一款牙膏
的销量快速增长，创造了直播一晚50多
万元的营业额。这次经验引发了她的思考

——“也许我能借由大陆互联网经济的东风
尝试新的就业方向呢？”

说干就干，在父母支持下，沈贝庭购买
了拍摄道具、服装等，注册了抖音短视频账
号，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拍摄、剪辑技巧。
创作内容从记录在大陆的大学日常生活开始
慢慢探索。

在抖音平台上的粉丝量达到 17.7 万
后，她又注册了小红书等账号。随着粉丝量
的增加，一些平台找到沈贝庭，希望和她进
行商业合作。

“有的邀请我做美妆类博主，也有希望
我做直播带货的，我都拒绝了。”沈贝庭
说，课余时间创作短视频可以拓展自身能
力，但目前要以学业为重，知识的积累才能
让追梦的翅膀“硬”起来。

每次回台湾，沈贝庭都会和亲友们介绍
大陆的情况。“从便利的交通体系到炫目的
城市面貌，从新潮的网购方式到多样的美食
文化，我‘有图有真相’地分享，他们都非
常感兴趣。”沈贝庭说，她还发现很多台湾
同龄人是微博、小红书、抖音等网络社交平
台的忠实用户。

沈贝庭利用假期去了大陆很多地方旅
行，还在不同行业实习。她将这些经历记录
下来，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分享。“我希望有
更多台湾青年朋友看到这些内容，更期待他
们多来大陆实地走走看看，更好地了解真
实、多元、可爱的大陆。”她说。

临近毕业，下一步是工作还是考研，是
投身所学专业还是拥抱自媒体热潮，沈贝庭
没有给自己设限。她相信，只有持续提升自
己，才更有竞争力，积极做好多方面准备，
就能够把握更多的“可能性”。

“我会留在大陆发展，也会持续在网上
分享我在大陆的生活，父母也很支持。”在
沈贝庭看来，大陆为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和机遇，“只要敢拼搏，梦想就一定能
实现”。

（阮周围 张玉洁）

大陆台生“兼职”当博主：

希望助更多台湾青年朋友了解大陆

本报讯 （记者 范文杰） 有朋跨越海峡而来，不亦乐乎！
11月27日至12月3日，由宁夏港澳台办主办的“高雄市前镇区
妇女会到宁夏参访交流考察活动”在宁夏银川举办。在为期一周
的时间里，42位参访交流团成员先后走进宁夏银川市、中卫
市、吴忠市，感受宁夏风土人情、产业发展，增进对大陆西部地
区的了解。

27日当天，参访交流团走进银川市西夏区妇女创业工作
室，感受民间刺绣的魅力。工作室内，一件件精美的刺绣作品吸
引了参访交流团成员的目光，不少台湾同胞还上手体验了刺绣的
工艺流程。“这些刺绣作品的水平很高，看到这些作品我们很赞
叹，也希望这么优秀的刺绣技术可以传承下去。”台湾同胞王女
士说道。

据该创业工作室负责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
刺绣代表性传承人赵桂琴介绍，该工作室已累计培训贫困地区妇
女及残疾人逾千人次。一位参访交流团成员感慨道：“这种技术
培训的模式让妇女有了一技之长，改善了她们的生活。”

青铜峡市大坝镇韦桥村有“汉唐古渠第一村”之美称，是自
治区级文明村、生态村和民族团结示范村。沉甸甸的荣誉背后，
浸透了“半边天”的智慧和汗水。走进韦桥村“妇女微家”，针
织鞋钩织区、凉鞋编织区、手工剪纸区一应俱全，大家分区域围
坐在桌前，在不停地翻转、编织、裁剪过程中，一件件手工艺品
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本次考察，大家还去了宁夏博物馆、贺兰山岩画、志辉源石
酒庄等地。了解到宁夏独特的文化、历史魅力及特色产业的发展
情况后，台湾同胞纷纷为之点赞：“亲身感受宁夏的特色文化，
同宁夏民众坦诚交流，是此行的最大收获。”两岸一家亲，宁台
双方一致认为，今后要多开展互访活动，进一步加强宁台两地交
流交往，共同推动两地经济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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