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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至11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
九率领台湾青年参访团先后到访广东、陕西
和北京，在实地走访大陆高科技企业，参加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参观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中山大学和北
京大学的大陆青年伙伴交流互动中，台湾青
年深受触动，他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参访
看到了一个真实、有朝气、有温度的大陆，
同时加深了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根源的理
解，未来希望有更多形式、更多机会，与大
陆青年互动交流。

正如马英九在北京大学见到一年前在台
湾见过的“很多熟悉面孔”时所感慨的，

“透过一来一往的交流，我深刻体会到两岸
年轻人的互动是如此‘浑然天成，欲罢不
能’，自然又热络。”虽然民进党当局一直试
图通过篡改台湾历史教科书、搞“文化台
独”，让台湾青年“洗脑”，但台湾青年在大
陆参访整个行程中表现出的真情流露与情不
自禁，有力地说明了：两岸文化根脉无法切
断，海峡的距离阻隔不了两岸同胞的骨肉亲
情，这也正是“两岸一家亲”的“亲”之
所在。

■ 感受大陆科技脉动，期盼两岸
和平发展

“很高兴认识你！”“来广东适应吗？”4
月3日下午，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孙中山纪念
馆前广场上，素未谋面的两岸青年学子开启
了热络互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增进彼此
的相互了解和心灵契合，是此次马英九一行
在大陆交流参访的重要目的。

过去的两天，随行的台湾青年参访了腾
讯、大疆等高科技企业，也参观了港珠澳大
桥这样的超级工程，在广东的见闻也让台湾
青年看到大陆真实的状况。

走进大疆公司，为到访者作介绍的“讲
解员”罗镇华同样来自台湾，现任深圳大疆
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来自台湾世新大学
的苏伟恩对此行安排这一站颇感兴奋，直言
自己是该品牌“粉丝”，“我也有一台大疆无
人机，产品性能很稳定，价格对我们学生群
体也十分友好。”他说。

3日走进中山大学校园，两岸学子即开
始了热络的互动交流，赠礼环节、“破冰”
游戏后，学子们不约而同掏出手机，或扫二
维码添加微信，或合影留念。

家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台生许闵善是名
“首来族”，在中山大学他收获了一位同乡新
朋友，两人一见如故。随行的多位台湾青年
和他一样，在与大陆同辈青年座谈中，收获
了友谊。

大陆学生付莉莉 2023 年曾在台湾东海
大学交换学习，参加交流活动时，她热情的
问了几位宝岛朋友，有没有来自东海大学
的？感受到大陆同龄人的热情与活泼，台湾
中正大学政治研究所学生万育铭说，“像见
到了家人一样”。

中山大学校长高松向马英九和台湾青年学
生一行介绍了中山大学的历史，他表示，每年
都有不少台湾学生报考该校，近10年，学校共
录取台生近千人，集中在医学、经管、计算机
等学科。他希望在座的青年朋友交流交心，互
学互鉴，同心同行，共同感受中山先生的崇高
风范和博大情怀。

交流环节，中山大学展示了民乐《花好
月圆》《步步高》 及古典双人舞 《书简》 表

演，台湾学子则带来钢琴、大提琴演奏，两
岸青年还合唱了 《外婆的澎湖湾》《朋友》
等流行曲目。

中山大学由孙中山先生一手创建，今
年迎来百年校庆。位于高雄的台湾中山大
学则于 1980 年建校，现为台湾南部的学术
重镇。两岸中山大学不仅同名、同校庆
日，校训均为孙中山亲笔所题的“博学、
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校歌也十分
相近。

■ 感受中华文脉，盼中华文明照
亮民族未来

“中华文化中讲究的慎终追远，便是我
来陕西最重要的目的。”清明之日，马英九
带领 20 位台湾青年学子走进囊括“半部中
国史”的长安城，登城墙，睹秦俑，品典
籍，感触中华文化根脉，传承中华民族
信仰。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马英九一行同
兵马俑近距离接触，随行台湾青年纷纷与
恢宏的兵马俑“军阵”合影留念。

“真是太壮观了，太宏大了”“除了感
到震撼，我无话可说”“感觉书本中内容跳
到眼前，十分感动、惊奇”……陕西参访
交流几日，随行台青在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西安国家版本馆 （文济阁）、陕西历史
博物馆等名胜古迹，在无数震撼与感动
中，上了一堂生动而又多彩的历史课。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
御宇内……”来自台湾成功大学的刘秉
睿，是随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此次参
访大陆的台湾青年学生团团长。回顾陕西
行程，刘秉睿援引一段西汉文学家贾谊的
名篇 《过秦论》，表达此次踏访古迹、触
摸历史的心情。

“贾谊描写的仅是秦国军队的景象，
昨天看了秦俑，场面如此壮阔，由此可窥
见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秦朝‘虎狼之师’规
模之壮观。”谈及走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
见闻，刘秉睿说，从前只在历史课本和文

章中读到相关内容，而今一窥真容，内心
着实感动。

刘秉睿就读于法律系双主修中文系专
业，日常喜爱朗诵诗文。途中听导游介绍
华清池，他立刻联想到唐代白居易 《长恨
歌》 诗云“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
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
时”。

7日到访的西安大慈恩寺，距今有上千
年历史，刘秉睿也对佛寺始于隋、重建于
唐，并于玄奘法师取经归来修大雁塔的历
史“感到震撼”。“尤其是大雁塔边的题字

‘民族脊梁’，”他说，“我们不会忘记中华
民族的文化根源和传承使命”。

在号称“中华文脉种子库”的西安国家
版本馆 （文济阁），参访台青认真聆听讲
解，了解了馆内多部甄选藏品，包括宋拓本

《西楼苏帖》、明内府写本 《永乐大典》、明
蓝格抄本 《使琉球录》、明内府刻本 《大明
一统志》、文渊阁 《四库全书》 底本 《公是
集》、丁氏家藏晚清名人书札等。见到馆内
丰富而珍贵的中华优秀典籍版本，台湾青
年们也发出“非常壮观”的赞叹。“以前在
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今天就在自己眼前，

《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等经史子集，像
一面巨型书墙摆放在自己眼前，真是太壮
观了！”台北大学经济学系学生林新越如
是说。

文化内涵不仅存于古迹，餐食中也能发
掘“惊喜”。来自台湾海洋大学的林佩蓁在
行程中品尝了风格迥异的粤式和陕西美食，

“特别是‘biangbiang面’和羊肉泡馍在台湾
都比较少见，吃法非常新奇”。她认为，围
绕不同地域的美食、民风民情展开交流，也
能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此行台湾青年有不少是“首来族”，他
们深深被大陆地理人文历史风情触动，“是
一种心灵上的冲击。但眼睛看是一回事，
用心体会又是另一回事。”“深深感到身为
中 华 儿 女 的 自 豪 。” …… 一 场 “ 寻 根 之
旅”，寻的不仅是个人的“根”，更是中华
文化的“根”，正如台湾师范大学学生华晟

雅所说，“这些传统的文化、历史，都能成
为我们成长的营养。”只有让台湾青年一代
熟悉并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才能深刻地认
识自己的根脉。

■ 探寻两岸共同历史记忆 燕园
续写青春之约

4月7日至10日，马英九率台湾青年开
启在京之旅，先后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卢沟桥、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
等地，探寻两岸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续写两
岸青年学子友谊。

一路看、一路走、一路听，随马英九一
同来到的台湾青年也深受触动，不时有人发
出感慨，“历史就在那里，我们不要忘记。”

“历史就是我们的根，我们要做有根有魂的
中国人。”

暖春寻根，两岸同宗。通过“一来一
往”的交流，两岸大学生们的心更加贴近。
4月9日下午，载有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和台湾青年的车辆一停在北京大学校长办公
楼前，久别重逢的老友迅速开启“畅聊模
式”。

来访的台湾学生苏伟恩是第一次到大
陆，见到去年在台湾相识的大陆同学，更是
兴奋。“北大同学们变得更漂亮、更成熟稳
重了，也很开心又认识很多新朋友。”他告
诉记者，非常荣幸可以参团访问大陆，体认
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伟大，也感受到大陆
科技的飞速发展。

除了旧友喜相逢，新朋也相见欢。“我
姓刘，旁边的台湾同学也姓刘，他进来第一
句话就是‘天下刘姓一家亲’。”北大哲学系
2023 级博士生刘润东用“亲切”概括此次
与台湾同学交流的感受。

“我相信两岸间亲人朋友们的情谊会历
久弥深，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更多更深入交
流。”苏伟恩说，他希望将来能来北京发
展。“我相信这个时代是中国梦的时代。我
们需要增进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与
了解。”

跨越海峡跨越海峡 同心同行同心同行
——“大九学堂”台湾青年参访团大陆行侧记

本报记者 修菁

“很期待各方能够多多发力，让更多台湾
青年到大陆来，见证这里的发展与变化。”台
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带领来自台湾青年学子
参访大陆，首站选择广东，引发在粤多位台湾
青年的关注和期许。

“我经常跟台湾朋友说，你要多出来走
走看看，其实大陆发展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想
象的那样子。有台湾朋友来广州了，我也会
带他们出去感受这个城市，他们会发现，原
来 这 里 跟 台 湾 社 交 媒 体 上 描 述 得 很 不 一
样。”在粤创业台青白铠纶对人民政协报记
者表示。

正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的台湾
青年陈姝妃说，在大陆学习生活，要想很快融
入，最好的融入方式就是广交朋友。“我有一
个关系非常好的东北同学，平时我们经常一起
交流，从老家回来她会给我带哈尔滨红肠，我

也有给她带台湾凤梨酥，我们还经常相约探索
广州美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像白铠
纶、陈姝妃一样，到大陆学习、工作、创业，
随着对大陆认知的深入，他们很快融入了当地
生活。

来广州6年多，白铠纶目前是营养师和健
康管理师。当初受合作伙伴邀请来大湾区考
察，仅 7 天就决定在这里创业。“这边创业气
息浓厚，政策优惠多，市场空间大，人民友
善，非常适合创业。”如今，他的创业项目，
多次在广州的各种青创比赛中获奖。

工作之余，他会探索当地的美术馆、博物
馆等，发掘这里的历史文化，观察这里的人情
世故。

自 2014 年起，广东连续 10 年举办“台湾
青年岭南行”系列活动，帮助台湾青年深入了

解、体验岭南科技文化、人文历史。
曾参与该活动的陈姝妃说：“印象最深刻

的是澳门回归纪念馆，馆内收藏有各省市送来
的回归礼物，每一件都很精致、大气。我能够
感受到大家对澳门回归的热情，也能感受到澳
门非常认真对待这份真挚的情感。我认为这样
的感情是双向的。”

广东台生联谊会会长刘婉榆两次参与
“台湾青年岭南行”活动。第一次走的是客
家路线，“因为太爷爷是梅州兴宁人，有机
会去寻根，了解并认识家族历史和客家文化
起源非常有意义。”她回忆道，第二次是港
澳行，“领略了港澳回归后的快速发展和多
元文化性，让我也非常期待两岸融合发展的
成果。”她表示自己十分乐享参加两岸青年
的交流活动，因为每次参加活动都能收获
友谊。

近年来，为持续深化穗台青年交流交往，
广州市打造了各种交流品牌和交流基地。去年
举办的首届广州台湾青年岭南文化讲解员大
赛，吸引近 4000 名在穗台青参加线上培训，
近 500 名台青走进各类对台交流基地和交流
点，感悟岭南文化。

台青黄敬棠凭借对参与黄花岗起义的林觉
民《与妻书》的讲解，获得“金牌讲解员”称
号。他表示，小时候在课本上读到的故事、历
史，很多都来自大陆这块土地。当自己来到这
里时，有一种与先辈处在不同时空却站在同一
片土地上的感动。

黄敬棠目前在广州创业，从事与乡村振兴
相关的产业。“这几年感受特别深的是，当政
府发布振兴农村的政策后，各相关单位倾全力
支持企业发展，提供的资源和配套扶持力度相
当大。”

来自暨南大学医学院的台湾青年洪子朝，
目前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事规范化培
训。“学成后，我想留在大湾区当眼科医生。”
学业之余，他还当起了台湾同学的导游，在学
校举办的台湾学子岭南行、传承非遗游穗寻
根、中国文化节等活动中，不断刷新自己对传
统文化的认知。

“期待各方多发力，让更多台青到大陆走走看看”
本报记者 修菁

4月 9日，“纪念郑成功诞辰 400周年
暨两岸青年‘成功对话’读书沙龙活动”
在京举办，两岸青年、专家学者、郑成功
祖地和故里的郑氏宗亲代表等 70 余人
参加。

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兼秘
书长江利平在致辞中表示，在民族英雄郑
成功诞辰400周年之际，大家一起回顾历
史，在读书分享中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
神品格，希望两岸青年把握历史大势、坚
守民族大义，维护国家统一、勇担时代重
任，坚定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
道路。

国际郑成功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郑栋梁通
过视频致辞指出，郑成功大力推进台湾建
设，在政治上设府置县，在经济上实行屯田
制度，积极改进生产方式，在文化上废除荷
文学校，建立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教育制
度。这些事迹说明，他在收复台湾后，进一
步促进了宝岛的繁荣。

在分享环节，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
经济学系主任、台湾台南人林承铎以“明
郑时期的台湾地区教育与中华文化之融”
为主题，介绍了当时修孔庙、建学校、推
行科举制度的历程。着眼现在，他认为，
应深化两岸教育领域的交流和青年的往
来，增强两岸文化共鸣。

本次活动由台盟中央指导，台盟北京
市委会、台海出版社、河南省台联、武汉
市台办共同主办。活动上推介了《郑成功
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湾通史》《南明
史》等书籍，旨在深化两岸青年对郑成功
文化的了解，鼓励他们分享自身故事和体
验，畅谈对郑成功精神的理解，增进两岸
文化交往交流。

（刘玥晴）

读史书、谈收获
两岸青年缅怀郑成功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省台办、省人
社厅等联合指导举办 2024 年春季促就业
攻坚行动医药卫生类暨南京医科大学
2024 届毕业生宏志助航春季专场招聘
会，促进和服务 2024 届医药卫生类毕业
生就业。招聘会现场人潮涌动，吸引了众
多在苏医药卫生类应届台生前来了解应
聘。作为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的学
生，李维伦一从实习医院下班，就急忙赶
往招聘会现场，认真寻觅留在江苏就业的
机会。

为了更好服务求职台生的多元需求，
此次招聘会还设立了就业创业政策咨询
区，由人社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政策咨
询辅导。来自台湾屏东的徐玺荃早早来到
咨询区，了解相关政策，为接下来留苏发
展做好充分准备。“就业政策对于我们来说
是最好的帮助，包含住房租赁补贴、见习
培训补贴等，台湾青年都可以同等享受。”
了解政策之后，她对留苏就业充满信心。

多年来，江苏持续为服务台湾青年实
习、就业、创业、生活，制定实施系列务
实政策措施，此次招聘会是江苏服务台湾
青年的又一个实际举措。江苏省今年将继
续举办台湾大学生江苏实习就业特训营、
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海峡两岸青
年文化月等活动，持续助力两岸青年携手
追梦筑梦圆梦。

（苏欣）

江苏政策支持充分
台青发展充满信心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 近日，由台
盟福建省福州市委会、福州市妇联主办，
罗源县妇联承办的“两岸融合 爱心同
行”——两岸婚姻家庭、婚生子女与常住
地困难学子、家庭结对帮扶活动在福建省
福州市罗源县举行。

“在‘有福之州’，我们一家实实在在
沾到了福气。”在许多人眼里，台胞陈柏
叡与福建姑娘张金燕的爱情故事很浪漫，
作为两岸婚姻家庭的代表，陈柏叡也深深
感受到每个两岸婚姻家庭都是在真切地阐
述“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我们是两岸
交流交往过程中的情感结晶，也是两岸融
合的最佳实践者。”他说。

台盟福州市委会举办这一活动，旨在
将对台工作和社会服务深度融合，通过与
罗源当地困难学子、家庭的常态化联络帮
扶和“结对子”活动，让来自福州的两岸
婚姻家庭及其子女切身感受真实的祖国大
陆，用心体味两岸同胞同根、同文、同种
的血脉深情，做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传
播者。

台盟福州市委会助力
两岸婚姻家庭以“家”为媒

■ 高 考

前立下志

愿：一生

为医学而

来

▲两岸学子热络交流，在燕园留下美好相聚的瞬间。

▶4月3日，两岸青年在中山大学互动交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