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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海峡论坛创意涂鸦巡回赛”
开征作品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以“第一家园 融通
两岸”为主题的 2021“海峡论坛创意涂鸦巡回
赛”日前面向两岸征集参赛作品，作品征集时间
截至5月30日。征集阶段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
来自两岸的美学教授、媒体人士和民俗文化行业
的专家学者，组成联合评审团，评审出5支入围
线下涂鸦上墙环节的团队，并以一年时间巡回展
出获奖作品。

“海峡论坛创意涂鸦巡回赛”已成功举办两
届。2018年 6月，“海峡论坛首届创意涂鸦大奖
赛”在厦门市集美大社成功举办。2019年则以涂
鸦发源地集美大社为启动点，开展以“圆梦一
夏 共绘家园”为主题，以快闪嘉年华、金门特
色集市、植物造景秀为内容的第二届创意涂鸦大
赛，也取得了圆满成功。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创
意涂鸦巡回赛旨在打造别具涂鸦风格的文创基
地，为在地创业、就业的台青营造“家”的温馨
感；涂鸦内容将选取两岸民众熟悉的主题及意
象，比如渔村、侨乡、海洋、台湾街景、闽南民
俗等。此外，今年海峡论坛期间，将邀请5支涂
鸦队伍，对“台青直播基地”的5间台青创客工
作室进行实地美化升级改造。

主办方表示，发起举办“海峡论坛创意涂鸦
巡回赛”，旨在通过涂鸦这一在两岸年轻人中广受
欢迎的形式，增进两岸青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
知与了解。同时，两岸选手在比赛期间同吃同
住，共同创作，将更好地促进两岸青年间的交流
与互动，对发展两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以“志愿服务者播撒两岸希望
——沈阳金融博物馆”为主题的两岸张学良
纪念馆线上互动活动开启了新一期两岸张氏
博物馆“云联结”的序幕，活动中30多名
两岸民众线上“云相聚”，并通过大陆志愿
者的线上讲解，让台湾网友更全面、更深入
地了解了台湾边业银行与沈阳金融博物馆的
渊源，以及张氏父子创建边业银行和边业银
行的发展历史。

“辽宁与台湾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和感情基础，两岸交流基地——张氏帅府博
物馆成为连接两地历史人文的缩影和代表。
张学良将军人生的曲折经历，使我们仿佛重
新走进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从执掌张氏帅
府到幽禁新竹13年，折射出国家民族命运
的变迁，牵动着两岸民众的共同关注。以这
样一段传奇的经历为媒介可以更好地唤起两
岸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激发两岸人民交流
交心的热情，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历史和文
化认同感，从而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的篇章。”活动组织方、沈阳张氏帅府博
物馆负责人谈到策划该活动的初衷时表示。

据悉，从去年10月，两岸张学良纪念
馆策划开启每月连线活动，到今年5月，活
动已开展了5期，受到了两岸民众的欢迎。

■ 以共同的历史记忆架起两岸联
结之桥

辽宁沈阳张氏帅府，又称“大帅府”或
“少帅府”，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
少帅府巷46号，是张作霖及其长子张学良
当年的官邸和私宅。张氏帅府始建于1914
年9月，总占地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为2.76万平方米。1916年张作霖正式入住
之后又不断扩建，逐步形成了由东院、中
院、西院和院外建筑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建筑
体系。府内建筑风格各异，有中国传统
式、中西合璧式、罗马式、北欧式、日本
式。主要有大青楼、小青楼、西院红楼群
及“赵四小姐楼”等建筑。张氏帅府被国
家列为全国优秀近代建筑群。1996年，国
务院以“张学良旧居”称谓公布其为第四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辽宁
省在此设立“张学良旧居陈列馆”，2002
年更名为张氏帅府博物馆暨辽宁近现代史
博物馆。张氏帅府是东北地区保存最为完
好的名人故居，2004年列为国家AAAA级
景区，2017年，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
筑遗产名单。

台湾新竹张学良故居纪念馆，以1946
年张学良被从大陆移送台湾后，和伴侣赵一
荻一起被软禁在位于新竹五峰乡清泉部落的

“井上温泉疗养所”为基础。2004年以来，
台湾新竹县政府依据旧照片呈现的房屋大小
及格局，在遗址附近重建了张学良故居，并
选在2008年 12月 12日“西安事变”发生
日对外开放。张学良纪念地以简单的景观设

计，呈现岗哨、故居的历史空间，园内也设
立导览资料，介绍故居遗址的历史。

近年来，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作为两岸
交流基地，积极探索丰富两岸交流形式。
2011年，辽宁省领导率团赴台开展经贸文
化交流期间，捐资2000万新台币用于重建
台湾新竹县五峰乡张学良故居，以此密切两
地人民感情，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2010年开始，沈阳的“张氏帅府博物
馆”、西安的“西安事变纪念馆”和新竹县

“张学良故居纪念馆”建立“两岸三馆年
会”合作交流制度，定期轮回在一馆开展学
术交流和成果展示，有效推动了两岸历史文
化交流。此外，沈阳的张氏帅府博物馆每年
开展两岸交流活动十余项，台胞参观人次达
到万余人。

■ 探索“云相聚”“云参观”两
岸交流新途径

民进党上台以来，阻挠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极力奉行“台独”政策，两岸关系遭到
空前破坏，两岸人员及各项交流几近停滞。
特别是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民进党“以疫谋独”，借机刻意阻挠两
岸民间交流，为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积极
推动两岸人民交流合作，为两岸民众打开交
流之门，2020年 3月疫情防控进入平稳期
后，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与台湾新竹张学良
故居纪念馆联系，希望通过“云相见”的方
式，将两地民众重新联结起来。

“交流的窗口要越开越大，交流的平台
要越建越强，进而把交流的渠道拓得更宽，
不断开辟两岸民众交流的新途径，扎实推动
两岸交流持之以恒开展下去。”辽宁省台办
副主任吴兴坤表示。

目前“两岸连线”开展了5期，两岸观

众对沈阳、新竹两馆能在网上开展互动连线
活动表示欢迎，同胞相见很激动、很兴奋，
既感到很新奇，又觉得很有意义。一网睹历
史风云，一线连共同情感。

新竹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对此创举十分赞
同，并大力支持，他说这是目前两岸民众交
流的应时之举，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切实
拉近了两岸人民之间的距离，增进了相互了
解，加深了相互感情。这种形式要加以推
广，打开更多的窗口和渠道，让两岸人民相
互看得到、听得见、交得深。有位台湾观众
来过大陆，到过辽宁，希望疫情结束之后能
有机会亲自来沈阳走一走看一看。一位台湾
观众说：受疫情的影响，有这样的机会知道
了沈阳有张氏帅府博物馆，并亲眼见到了馆
内的一些展品，了解了张学良早年的一些经
历，由此产生了想去沈阳看看的想法。

■ 讲好台湾人在辽宁的故事辽宁
人在台湾的故事

因为线上连线活动要受时间、空间、人
员的限制，所以每次都要精心策划，从连线
的主题到具体内容，尽量做到既尊重历史又
连接现实；既客观又有趣味；既能满足现场
游客的观赏需要，又能满足台湾观众了解祖
国历史文化的愿望。因此，第一期连线活
动，活动主办方将主题设计为：追寻历史根
源，重温共同记忆。辽宁省台办的志愿者从

“张学良的幽禁岁月”展览讲起，勾勒出张
学良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以此来唤起辽台
两地观众的共同历史记忆，现场游客和线上
观众的反响热烈。

第二期连线活动主题为：深度寻访经
历，走进人物生活与内心。以辽宁省台办志
愿者现场讲述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相识与陪
伴，直至结成夫妻的经历，再现历史的生动

片段，牵动观众的情感和思绪，志愿者与观
众开展现场与线上互动，激发不同凡响的新
体验。

第三期主题为交流两地两馆抗疫经验，
激发两地人民携手一心、共克时艰的信心。
第四期是走进赵四小姐菜馆，通过介绍张学
良喜爱的美食，重温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
情故事。第五期主题是带领两岸观众参访沈
阳金融博物馆，了解东北金融历史和辽宁经
济社会发展。

“通过大半年的时间，志愿者们带着台
湾网友先后走进张氏帅府讲解张学良的晚年
生活，去到赵四小姐曾去过的菜馆，感受当
年赵四小姐的生活情趣以及张赵夫妇二人的
浓浓伉俪情。”在辽宁省台办副主任吴兴坤
看来，尽管两岸目前线下民间交流受阻，但
是通过设计一些用心用情的线上交流活动，
一样可以起到让两岸民众感受两岸间的文化
历史渊源，增进共同的历史记忆，提升交流
交往的效果。

参与活动的台湾网友也表示，通过参与
“云游”活动，了解了很多张学良在大陆和
台湾的故事，不仅更深入地了解了张学良，
也进一步领略了大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历
史，期待未来有机会，踏上大陆的土地，更
多地了解大陆。

每月有约 讲述我们共同的过往
辽宁张氏帅府博物馆与台湾张学良故居纪念馆牵手共办“云游记”侧记

本报记者 修 菁 通讯员 梁 娜

台湾学生闽南文化
考察研习营开营

“我们一样YOUNG——‘桑梓同心’台生闽
南文化考察研习营”16日在华侨大学开营，40名
华侨大学台湾学生参与其中。

福建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省份，闽台两地
在血缘、地缘、文缘、商缘、法缘方面关系最为
密切。

“本次组织台湾同学开展闽南文化研习，就是
想发挥这种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文缘优势，让同学
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闽南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增进
彼此情感融合、心灵契合。”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
西鹏说。

在此次研习营中，台湾学生们将参观泉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与泉州南少林寺，体验非遗活态
展演展示、闽南民俗、晋唐遗响、泉州传统技艺
以及南少林武术；参访泉州九日山延福寺、祈风
石刻，了解泉州海上贸易历史，感受“海上丝绸
之路”起点城市魅力和开放包容的“海丝”精神。

此外，台湾学生们还将走进泉州山美水库，
实地探访泉州向金门供水的水源地，品读“两岸
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生动内涵。

今年读大三的华大旅游学院台湾学生吴宜庭
对此充满期待，“相信这次考察能让我们看到更多
泉州不同的风貌，亲身体验到泉州与台湾相近
的、充满熟悉感的文化特质。”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扩大两岸青年文化交
流，助力打造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徐西鹏
也希望，同学们能乐于交流，助力两岸线上线下
活动，在寓教于乐、交流互鉴中深化友谊，做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探索者、参与者。 (吴冠标)

台湾漫画家蔡志忠美术馆
落户山西

5月 18日，台湾漫画家蔡志忠手稿捐赠仪式
暨蔡志忠美术馆奠基仪式在山西高平举行，蔡志
忠首先对外宣布，将自己创作的317本画稿全部
捐给美术馆。

山西台办副主任吴伟在仪式上表示，蔡志忠
美术馆落户山西高平，既是晋台融合发展的成
果，又是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的平台，对于促进
两岸同胞弘扬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对于促进晋台同
胞增进了解、融洽感情、弘扬山西文化、推动和
深化晋台文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蔡志忠美术馆是集中展示蔡志忠美术
作品、近现代及当代艺术的综合性美术馆，全面
系统展示蔡志忠的漫画作品、手稿、精品收藏，
通过艺术展览、学术交流、公共教育等全方面活
动形式，使美术馆成为海峡两岸文化艺术展示和
交流的平台。

蔡志忠，1948 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5岁成
为职业漫画家。他的作品 《庄子说》《老子说》
《禅说》《史记》《西游记》《聊斋系列》 等开辟
了古籍经典漫画先河，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总销量超5000万册。 (杨杰英)

台湾“越剧皇后”吴燕丽
在家乡浙江嵊州逝世

据浙江绍兴嵊州越剧博物馆16日消息，台湾
“越剧皇后”吴燕丽于15日在家乡嵊州逝世，享年
98岁。

吴燕丽，原名吴雪娟，1923年出生于嵊州市
圳塍村，被称为台湾“越剧皇后”。1938年，她加
入王湘芝剧团，并拜王湘芝为师，人称小湘芝。
1950 年吴燕丽到了台湾，在民间组建中华越剧
团。其主演的越剧《红娘》轰动台湾民间，也为越
剧在台湾传承发展作出了贡献。

越剧博物馆馆长俞伟介绍，2012年，89岁
的吴燕丽从台湾移居家乡嵊州，并向越剧博物馆
无偿捐赠了戏服、剧照、道具等 300 多件珍藏
物品，“那时候老人说，这些物品是越剧在台湾
发展的见证。”

据悉，越剧是中国重要的地方剧种，入选中国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嵊州是越剧的诞
生地。 (项菁)

“甘肃同样带给我家的感觉，因为这里
的好多地名，在台北都看过，比如天水街、
甘谷街、兰州街、敦煌路等。”日前，55岁
的台湾“骑士”陈文仁骑着车尾插有一面醒
目旗帜的“台湾同胞骑行祖国”摩托车，一
路向西北，进入甘肃。这距他从福建泉州安
溪县的起点出发，已有62天。

“台湾一些不够客观、负责的媒体，向
岛内民众宣称，大陆好多人吃不饱、冬天没
供暖等，我希望用我的真实所见，告诉岛内
青年人，我经过的大陆这些城市和乡村，一
派繁盛。台湾年轻人需要了解大陆的真实面
貌与进步，我通过自己的行动，让他们知
道。”

陈文仁说，他计划用半年时间骑行穿越
祖国大陆，还有一个心愿是，希望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表达自己作为台湾同胞的真实心
愿，“希望两岸早日统一。”

■■■ 舟山老兵在台湾收养的孩子

1976年，陈文仁10岁，一次家庭变故
让他和三个兄弟姐妹永远地失去了父亲。彼
时，年龄最大的姐姐已经嫁人，剩下的三个
人还在读书，全靠母亲养活，生活霎时陷入
困境。这一切，与他们熟识的邻居、舟山籍
去台老兵徐金全看在眼里，顿生怜悯之心。

“要不你们兄弟俩来我家吧，我养你们。”徐
金全的一句话，让兄弟俩的人生自此发生了
改变。

徐金全是舟山展茅人，生于1927年，
10 多岁的时候就跟着地方游击队抗日，
1950年被迫随国民党部队来到台湾，落脚
在台北眷村。

与陈文仁家认识的时候，徐金全单身，膝
下无子。“他对我家这几个小孩一直都很好，
平时见面打招呼，还给我们买东西吃。”陈文
仁说，养父提出收养他们的想法，最后征得了
陈家人同意，陈文仁和哥哥成了徐金全的养
子，搬入他家一住就是20多年。

■■■ 难忘养父的点点滴滴

“父亲多年在军队服役，性格刚毅，是
一个铁汉子，对我们兄弟很好。”陈文仁至
今记得，有一次放学的路上，他在台北车站
转车时发现身上的公交月卡掉了，他冒着
雨，全身湿透，走了二个多小时到养父上班
的餐厅找他。从此以后，陈文仁的口袋里永
远都会有一张百元台币，那是徐金全放的

“专款”，专门给他应急用。
年少时，陈文仁不懂事，不爱读书，徐

金全托朋友给他找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干了
两年，陈文仁猛然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徐
金全二话没说，又把他送回了学校。多年以
后回想起养父徐金全的点点滴滴，陈文仁总
是心生感激：“父亲提供了一个遮风避雨的
家，如果没有他，我们这两个苦孩子如今不
知身在何方……”

陈文仁两兄弟各自成家后陆续离开了徐
金全，徐金全也从老家舟山娶来了妻子。时
光流逝，两兄弟对两位长辈的感情依旧如
故，经常回家看望养父养母，嘘寒问暖。

2015年，88岁的徐金全在台北去世，弥
留之际，陈文仁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养父身旁，
悲痛欲绝。他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转眼
39年！这情缘或许就在这两天画下休止符。
心里明白的是，养父的人生尽头到了。往事的
点点滴滴尽涌心头，感叹不舍中，只希望他一
路好走，能再握他手的次数已开始倒数了！唯
一能做的是最后让他落叶归根。

送养父最后一程的时候，陈文仁跪在地
上恸哭不止，额头磕得砰砰作响，周围人无
不动容……

■■■ 圆梦祖国大陆

养父过世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舟山
成了陈文仁的一件大事，可惜的是，运送骨
灰的那天，陈文仁出差在外不能脱身，无法

亲手送养父回故乡成了他的一个遗憾。
萌生环游祖国大陆的计划后，陈文仁给

养母打电话表示，3月下旬抵达浙江杭州的
时候，一定要来一趟舟山，亲手给养父上
香，倾诉对他的思念之情。“今天我的愿望
实现了，父亲的在天之灵看到我的事业，肯
定也会很欣慰。”陈文仁说。

在舟山短短的一天时间里，陈文仁还深
刻感受到这座城市发生的变化，“与20世纪
90年代初第一次来舟山时相比，今天的舟
山道路更宽阔，城市更漂亮。”

陈文仁说，最近几年他在云南创业，把
台湾的优质菜种和生物有机肥引进当地农
村，和当地农民一起做起了有机蔬菜种植。
他说，大陆为台胞在创业提供了很多便利的
政策，自己作为受益人，也时常在台湾宣传
大陆的优惠政策，鼓励大家来大陆发展。

■■■ 骑行祖国祈愿统一

陈文仁非常喜欢机车，在大陆还有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听说他要环游祖国大陆，
大家都为他加油鼓劲，有朋友还资助了一辆
摩托车给他。陈文仁制作了一面红旗插在机
车上，上面写有“台湾同胞，骑行祖国，两
岸同心共筑中国梦”。

自福建安溪开始，陈文仁已经骑行到达
了福州、南昌、武汉、合肥、杭州、舟山等
多座城市，每到一处都受到了当地市民的欢
迎，他说：“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我
要用我的经历和镜头告诉台湾人，特别是台
湾青年人，祖国才是我们的根，祖国才是我
们的前途和未来，两岸必须要和平，国家必
须要统一，也一定会统一”。

台湾“骑士”骑行大陆祈统一
本报记者 修 菁

▲ 活动连线中，两岸馆长互打招呼。▲

大陆志愿者与参与活动的台湾民众互致问候。 辽宁省台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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