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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声音·共续血脉亲缘 共促交流融合

■“来去东北”

一列火车带着两个怀揣不安、勇气、
憧憬与一个看似很近而又相当遥远的梦，
离开他们的家乡台湾美浓尖山……影片
《原乡人》的开头就十分吸引我。作为同
样来自台湾岛的青年，我能感受到，彼时
影片主人公内心的那些躁动，勇闯天涯的
海岛性格已经深深扎根在我们灵魂深处。

电影《原乡人》改编自台湾乡土文学
作家钟理和的同名自传性著作。故事主人
公钟理和因和爱妻钟平妹同姓，走进婚姻
不被当时的台湾社会习俗接纳，因此，想
到西进，远赴大陆的东北地区奋斗的故
事。

故事开端于1938年，彼时台湾岛还
被日本殖民统治，许多台湾年轻人不满于
被殖民统治的差别待遇，毅然决然决定远
赴大陆的东北地区发展，因此，“来去东
北”成为彼时台湾年轻人闯荡外地的一个
流行话语。

因为具有汉语及日语双重语言能
力，这些年轻人踏上大陆东北这片黑土
地，多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钟理和
在来到沈阳的第二年，即在“满洲自动车
学校”取得驾驶执照，后受雇于“奉天交
通株式会社”，得以让夫妻二人在经济上
得以自足。隔年，爱人钟平妹在沈阳生下
长子钟铁民，两个身处异乡的台湾年轻人
虽然生活清苦，但是儿子的诞生，让他们
感受到莫大的喜悦与慰藉。

观影后，我查阅史料了解到，台湾人
移居伪满洲国，是从1932年日本傀儡政
权在伪满洲国建立开始，到1945年日本
无条件投降为止，其间前后有5000多名
台湾人移居伪满洲国。调查同时显示，在
前往伪满洲国的5000多名台湾人中，医
生几乎占了1/5，原因在于东北有一流的
医学院、医科大学及开拓医院。同时，也

有相当数量的台湾人在伪满洲国从政、经
商，有的和影片中的主人公跟钟理和一般，
在沈阳开出租车维系一家人的生计，这都反
映了在当时那个大时代下，台湾同胞与沈阳
乃至整个大陆的第一次联结和融合发展。

同时，观看《原乡人》带给我另一个强
烈的观影感触，让我对战争带给一个民族和
地区的灾难，带给千千万万家庭的伤痛，理
解更深。影片中，一些和钟理和同时期来到
东北的台湾人，本抱着勇闯天涯的精神远赴
东北开展个人奋斗，但忽遭遇战乱，他们不
同的个人选择与际遇，化作了一段段离别分
散的家族哀歌。

比如影片中讲到的“小张”的故事。
1938年，15岁的张喜荣从台南来到东北讨
生活。在沈阳，“小张”学会了普通话，并
成为李香兰钦点的出租车司机，但随着
1945年抗战胜利，在东北的台湾人大部分
都返回台湾，“小张”选择留在沈阳，转行
当了私人司机。我后来又查阅了有关“小
张”的消息。2015年，“小张”的外甥女从
屏东来到沈阳，按着外公年轻时的足迹。展
开了一段寻根之旅。

我想，这就是《原乡人》这部电影的价
值，通过观影触动我们再回望这段两岸共同
的历史。这部电影，让我感动于，和钟理和

一代的台湾人，尽管经历岛屿被清廷割让、
受日本殖民统治，但在内心深处仍坚定地认
为，自己是中国人，是自己的祖国，让我感
触于，的确，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
系于民族复兴。

■回望，才能找到根，才能深度联结

从湿润炎热的台湾，一下子面对的是冰
天雪地、举目无亲、彷徨无助……电影《原
乡人》中还有一段让我十分感动的情节，是
当钟理和夫妇刚到沈阳，一度无处落脚，后
几经转折，小两口租到沈阳一处大杂院租屋
后，当地的邻居给予两位年轻人温暖的关
爱。影片中，裴老先生与裴老夫人适时给了
他们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帮助。

看到这一幕，触动我思考：尽管和钟理
和一般选择踏上东北打拼的台湾青年，他们
个体的梦想或许不同，但他们既然来到东
北，内心即是把东北作为和台湾一样的“原
乡”，亦即心中的祖国，同时这里的人们，
也把他们当作是“家人”，这不正是“两岸
一家亲”的要义所在？

同时，透过台湾人在东北伪满洲国生活
打拼的这段历史，也让我们台湾青年一代在
间接了解一段更完整的抗日历史的同时，深
切认识到：被殖民统治的子民永远挺不起腰
杆，不管是从钟理和一家生活在被日本殖民
统治下的台湾岛时被施于的种种不平等待
遇，还是他们来到同样被日本掌控的伪满洲
国时，曾遭遇被日本人的“另眼相看”。

因此，今日再重新回望这段历史，会让
如我一样的台湾青年认识到，不管是我们的
先辈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打拼，还是转而又到
大陆东北地区打拼，切不断的事实是，我们
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流在我们血脉里的，
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只有民族复兴、国家强
盛了，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
活，只有国家好，我们个体才会好。

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在东北
——一位台湾青年的观影笔记

罗鼎钧

电影《原乡人》简介：
《原乡人》 是一部讲述台湾 1930

年代民众生活片段的故事片，改编自
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的同名自传
性著作。影片由台湾导演李行执导，
秦汉、林凤娇主演，讲述了钟理和和
钟平妹因同姓结婚不被当时台湾社会
接纳，一起私奔到沈阳，其间经历的
跌宕故事。影片被台湾当局“中国影
片人协会”评选为 1980 年十大佳片
第一名。

5月4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正值妈祖
诞辰日，由天津市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
会、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天津市台湾同
胞投资企业协会联合主办的2021“两岸妈
祖缘”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天津天后宫和
滨海新区妈祖文化园同时启动。来自两岸的
妈祖宫庙负责人、妈祖文化专家学者、信众
代表、天津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以及在津台胞代表等两百余人共襄盛举。因
疫情关系，台湾妈祖联谊会组织大甲镇澜宫
等台湾宫庙、福建湄洲妈祖祖庙、江苏昆山
慧聚天后宫等大陆宫庙通过发来贺词或录制
视频方式参与了活动。

天津是中国北方妈祖文化的中心，妈祖
信俗始于天津海河漕运，天津天后宫入列世
界上妈祖庙规模之大三甲（其余两座分别是
福建湄洲妈祖庙和台湾北港妈祖庙）。据介
绍，今年的“两岸妈祖缘”文化交流系列活动
以“妈祖护佑 平安健康”为主题，自5月4
日（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日至10月14
日（农历九月初九）妈祖秋祭日，天津将陆续
举办“妈祖护佑 平安健康”祈福活动、惜福
运河行活动、赐福宝岛行活动等一系列文化
交流活动，邀请两岸妈祖宫庙和众多妈祖信
众共同参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祈愿
同胞平安，增进津台妈祖文化交流与合作。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
动有三大特点：一是创新
祈福方式，同步举办线上
祈福活动，两岸妈祖信众
特别是岛内信众可以通过
中国台湾网pc端、移动
端（手机、Pad）和社交
媒 体 （微 信 、 微 博 、
Facebook） 活动专题页
面进行线上祈福；二是启
动妈祖缘·两岸楹联作品
征集活动，两岸同胞可以
以楹联形式表达自己对妈
祖文化的理解，实现两岸
联友间的互动交流；三是
天津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协会将组织在津台企台商代表，沿运河沿线与
重点妈祖宫庙开展交流活动，为两岸妈祖宫庙
交流搭建桥梁，宣传天津营商环境，助力天津
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原会长蔡长奎致辞
表示，多年来津台两地以妈祖为缘，交流合作
密切，成果成效斐然，期望通过系列活动，共
同传承“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

“一个大门分两扇，进进出出一家人。一
道海峡连两岸，世世代代一条根……”天津市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罗文德对系列活动
举行表示祝贺和期待。他说，妈祖文化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联结
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妈祖系列活动在台胞中
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启动活动上，天津天后宫、天津滨海妈祖
园等大陆11家宫庙和台湾妈祖联谊会、台湾
大甲镇澜宫等5家台湾宫庙发出共同倡议，秉
承“两岸一家亲”理念，合力弘扬妈祖文化，
宣扬“立德行善大爱”，推动津台人文交流，
密切津台经贸合作，厚植同胞共同利益，携手
同心应对挑战，凝聚共识继往开来。

启动仪式后举行了“妈祖护佑 平安健康”
祈福暨纪念天后诞辰1061周年祭拜大典，与会
嘉宾和信众代表举行隆重仪式，同祈平安健康。
当地信众还进行了精彩的民俗表演。

天津：

举办2021“两岸妈祖缘”文化交流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张原 李宁馨

两岸信众共庆妈祖诞辰 祈愿平安

5月4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值妈祖诞辰1061周年之际，海峡两岸各地妈祖宫庙携手举办丰富多样的纪
念活动，通过“云端”互送祝福，祈愿两岸早日恢复正常往来，祈求妈祖保佑两岸和平。

5月3日晚，由福建湄洲妈祖庙董
事会在“妈祖故里”湄洲岛天后宫举行

“守夜庆妈祖诞辰”活动，通过网络直
播，与海内外信众同庆妈祖诞辰1061
周年。

活动现场，规模庞大的妈祖宫庙群
在七彩光影营造下，灯火璀璨、流光溢
彩，如同海上仙境。“电音三太子”表
演秀、祥瑞湄洲实景演出、各地民俗阵
头演出队伍齐聚圣旨门广场各施绝活，
人声鼎沸。

由台湾义工团队带来的汉服秀霓裳
起舞，拉开“守夜庆妈祖诞辰”活动帷幕。
一众女子裙腰高系，同穿着“海魂衫”的
湄洲女一起，都梳着湄洲岛独有的“妈祖
头”，提灯共游。在妈祖庙前，五福灯汇聚
成一个大大的“福”字。

3日11时46分，湄洲妈祖祖庙董
事会董事长林金赞携祖庙董监事代表在
祖庙天后宫举行三献礼，祈愿四海万

方，平安吉祥。
当4日零点的钟声敲响，海内外信众

同唱生日歌。歌声中，28名湄洲女轻移
莲步走向妈祖金身，献上最虔诚的祈祷。

钟鼓声声，穿透夜空。323架无人机
闪烁着七彩灯光，冉冉上升，在夜空中

“幻化”出山门、祖庙天后宫、妈祖像等
特色图案，打出“保护好湄洲岛”“妈祖
保佑”等字样。

夜空中，无人机组成一只衔着橄榄
叶的和平鸽跨海飞来。“这寓意三月初一
妈祖回娘家启动之后，遍布世界各地的
妈祖信众们化身和平鸽携叶而来。”林金
赞说。

林金赞表示，祖庙天后宫作为祖庭，
是妈祖文化的核心点，对海内外妈祖信众
来说，这里是最温暖的港湾。“湄洲妈祖
祖庙将继续保护传承妈祖文化遗产，加强
海内外交流与合作，让妈祖文化更加辉煌
灿烂。”

福建莆田：

海内外信众聚首湄洲岛 守夜庆妈祖诞辰
本报记者 修菁

5月4日，“妈祖第一行宫”福建宁
德市霞浦县松山天后行宫，与台湾台中
大雅永兴宫、台湾嘉义新港奉天宫和台
湾高雄路竹天后宫视频连线，传递两岸
同胞情谊。

“祈求妈祖保佑两岸和平，人民生
活幸福安康。”台湾嘉义新港奉天宫董
事长何达煌说，两岸是血浓于水的一家
人，同祖同源，希望通过妈祖推动两岸
交流，越走越亲。

伴随着庄严典雅的祭典音乐，纪念
妈祖诞辰1061周年春祭典礼遵循传统
礼制进行。在两岸妈祖金身像前，参祭人
员身着长衫、肩披黄绶带，依次完成迎

神、上香、读祝文、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
终献礼、行三跪九叩礼、送神等传统礼仪。

台湾台中大雅永兴宫副主任委员朱宗
敏说，妈祖文化密切了两岸的情感，希望两
岸共同发扬妈祖精神，增进彼此的了解。

作为妈祖信俗的重要传播地，霞浦松
山天后行宫是大陆古建筑中现存历史悠
久、规格较高的祭祀海神庙宇，距今已有
近千年历史。据考证，这是继湄洲祖庙之
后的第一个天后行宫，故有“妈祖行宫之
尊”的美誉。

据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累积到
霞浦松山天后行宫进香的台湾信众达10
余万人次。

福建宁德：

两岸妈祖宫庙“云端”共庆妈祖诞辰
本报记者 修菁

《明本固根·两岸国学名家十五讲》新书发布会
暨两岸国学中心成立三周年活动日前在北京台湾会馆
举办。国台办宣传局、北京市台联、北京市台胞交流
服务中心、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工作部等相关负责人
及新书作者等60多人齐聚一堂，共品国学经典。

《明本固根·两岸国学名家十五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发行，该书荟萃了楼宇烈、成中英、金春峰、
安乐哲、李存山、李景林、杜保瑞等15位海内外国
学名家的讲座，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展现
其特色魅力。此次讲座主题围绕着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的儒、释、道三大传统，涵盖经典、文字、思想等诸
多方面，精彩纷呈、新见迭出。

平潭综合实验区融媒体中心文化产业中心总监蒙
少祥在致辞中表示，《明本固根·两岸国学名家十五
讲》汇集了两岸国学大讲堂众多讲座专家的学术精
粹，是不可多得的国学巨制，是两岸国学中心三年来
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成果。

“北京台湾会馆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是
台湾与大陆、台湾同胞与祖国联系的历史见证。”
平潭两岸国学中心负责人游文娟在致辞中指出，两
岸国学中心所处的平潭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
近的地方，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天时，沐骨肉同
胞血脉亲情之人和，是台胞台企登陆祖国大陆第一
家园的桥头堡。

据了解，平潭两岸国学中心成立至今，已成功举
办三届两岸国学论坛、33期两岸国学大讲堂、6期两
岸青年国学研习营和 12期“遇见国学”系列微直
播。游文娟介绍，下一步，平潭两岸国学中心将依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打造两岸学者专家智
库，围绕国学文化战略研究、两岸国学研讨交流、优
秀文化弘扬推广等方面汇聚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学者智
慧力量，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助
力平潭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先行区。

（尹赛楠）

《明本固根·两岸国学名家十五讲》
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在5日落幕的第十五届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博
览会(以下简称“艺博会”)上，第一次参会的台湾传
统灯笼传承人康桂箖接到不少订单。她带来的60多
种灯笼形形色色，备受一些同为参展商的大陆企业青
睐，用于营造美学空间的诗意氛围。

本届艺博会以“匠心两岸 品质生活”为主题，
力推将生活艺术化的各品类产业，不但同期召开首届
(中国)香文化产业大会，还将第十二届“艺鼎杯”中
国木雕现场创作大赛和第七届中国泥塑造像技艺大
赛，以及两场省级、国家级工艺美术大赛与文旅业需
求融合起来，增加创意的量产机会。

据艺博会组委会透露，4月29日至5月5日，两
场盛会主会场和8个分会场参观人数近40万人次，
实现产品成交金额5亿多元(人民币，下同)，签订合
同金额2.2亿多元，意向合同金额4亿多元，微拍堂
线上成交金额2000余万元。

独具生活美学的台湾工艺美术在此间寻求到用武
之地。本届艺博会台湾展区分别由台湾顶级工艺协会
展出台湾木雕、玉石雕、陶瓷、漆雕等；中华(台湾)
文创会带来陶瓷；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则组织展销闽台
民间彩绘传统灯笼。

台湾顶级工艺协会理事长叶志诚虽人在台湾，却
密切关注展会传出的大陆惠台政策和乡村振兴资讯。
他认为，除产品落地外，台湾创作家在活化老建筑为
观光创意园区方面颇有经验，两岸应有合作空间。

“需以精品意识守住千年工艺，这是两岸业者面
临的相同课题。”中国传统工艺美术青年大师、中华
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陈玉树也表示，艺博会成为
一个契机，鼓励业界打造能够唤起两岸中华文化共同
记忆的作品。

近年来，莆田重点培育和打造香产业作为工艺美
术产业的新兴增长点。日前，莆田市又出台促进工艺
美术产业转型升级九条措施，其中一条即要求丰富产
业品类，培育发展香产业。“工艺美术产业是莆田的
传统优势产业，未来极有可能发展成为莆田第二个千
亿产业。”莆田市常务副市长傅冬阳说。

(林剑冰)

“艺博会”为“两岸匠心”
拓商路找订单

“你好啊！”高高挥舞着双手，甬台两地青少年通
过网络视频打起了招呼。近日，一场由宁波江北青少
年合唱协会和台湾南投埔里青少年合唱协会共同举办
的两地青少年线上合唱活动在宁波文创港和南投埔里
镇两地同时上演。

视频一接通，主持人还没发声，两地小朋友就迫
不及待地通过镜头向对方问好。在现场表演环节，台
湾南投埔里青少年合唱团演唱了《勇气之歌》。这是
台湾小学老师苏明进的原创歌曲，他的创作初衷是让
孩子们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美好，透过孩子们纯真的
歌声播撒温暖和祝福。宁波江北青少年合唱团现场表
演了《爱是我的眼睛》，孩子们用稚嫩悠然的童声，
将这首充满爱心的歌曲演绎得婉转动人。

音乐汇两岸情，聚少年心，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
梁。宁波江北青少年合唱团成员邱芷涵说：“这样的
经历让我觉得特别有意义。通过这次线上交流，我认
识了台湾的朋友，也了解了南投当地的文化与歌曲，
受益匪浅。”

南投埔里青少年合唱团的学生代表刘芷琪则表
示：“唱歌让我放松，让我开心，我非常喜欢唱歌。
今天我见识了宁波江北青少年合唱团的水平，非常希
望可以跟各位同学一起学习，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站
在一起合唱。” （宁波市台办）

甬台两地青少年架起
“音乐交流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