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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修菁）从浙江省台办获悉，第二
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将于本月12日在浙江美术馆
开幕。

据介绍，文化周期间，浙江美术馆将举办6场次
不同主题展览，全面展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以
及两岸山水、人文、风光、时代风貌等。分别是：
《景观·山悟》王达军摄影艺术展、《从“浙”里看美
丽中国》摄影作品展、《光影瞬间·映像两岸》摄影
作品展、第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生短视频大赛部分获奖
作品展、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部分获奖作
品展和《我在“浙”里》在浙台青手机摄影比赛获奖
作品展。

此外，《景观·山悟》两岸学术研讨会将在此间
举办，研讨会将以王达军景观摄影为研究蓝本，探讨
景观摄影艺术的创作规律和影像呈现与表达。

文化周期间，洞头半屏山专场活动将于10月15
日至10月21日举行。活动将以两岸半屏山为纽带，
举办《“航”行浙里·两岸共拍秀》优秀影像作品
展、两岸半屏山青年影像文化沙龙、中国摄影岛两岸
半屏山采风、半屏山影像文化烟花秀等活动。

第二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由海峡两岸影像文化
周组委会主办，浙江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发展促进
会、浙江省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中国图片社、中国
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洞头半屏山两岸旅游经贸
文化发展协会协办。主办方介绍，活动旨进一步加强
两岸影像文化交流，为两岸摄影人提供广阔的艺术创
作与交流空间。

第二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
将在浙江美术馆开幕

本报讯（记者 修菁）“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
灿奖”10月7日亮相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今年的
华灿奖以点亮乡村为主题，来自两岸乡村振兴领域的
专家、业界代表以及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国际设计
学院师生参与了当日活动。

案例分享环节，活动主办方华灿工场邀请了三个
台资企业分享了各自在参与大陆乡村振兴、带动民族
地区脱贫奔小康方面的实践经验。活动上，华灿工场
还发出“华灿奖助力乡村振兴倡议”，倡议海峡两岸
及港澳地区的青年共同参与到大陆乡村振兴中，以国
际化的视野赋能中国大陆的广大乡村。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活动由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北京歌华文化发
展集团共同主办、华灿工场(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活动自2014年创立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
在推动两岸青年文化认同，厚植两岸青年创新创业，
促进两岸设计人才交流和成长等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
用。2021年第七届华灿奖为参赛者的获奖率，鼓励
更多两岸暨港澳地区青年设计师参赛，分设了高校学
生组和青年设计师组两个奖项。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
亮相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

新华社电（记者 陈键兴）“江山如此多娇——
两岸艺术家共绘泰山”书画大展7日在台北张荣发基
金会落幕。16位大陆艺术家、26位台湾艺术家的
135幅作品参展，首日观展的台湾文化艺术界人士赞
许展览规模与创作水平，认为此展堪称两岸文化交流
的一项年度盛事。

据了解，台湾中华文创发展促进会前两年先后
举办了两岸艺术家共绘黄山、共绘长江三峡的主题
交流活动和书画大展。今年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台湾艺术家未能前往泰山实地采风，但他们仍
凭借深厚的文化修养，以多姿的笔墨刻画出心目中
的“五岳之首”。

展厅内，一幅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的巨幅主题
画作《江山如此多娇》成为展览的焦点，作品构图与
墨色取法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传世名作《江山如此多
娇》，笔底张合有度，墨色酣畅淋漓，充分展现泰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神韵。展出的两
岸名家作品丰富多彩，或古拙苍劲，或老辣雄健，或
雅逸清新，各臻其美、气象万千，观众不时停下脚
步，仔细品味“笔墨泰山”之美。

台湾中华文创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王正典表示，在
今年台湾新冠肺炎疫情一度暴发情况下，能如期举办
这样高水平的艺术大展殊为不易。三年来，此项书画
交流活动已成为两岸艺术家和广大民众的年度艺术飨
宴。希望明年能消除疫情影响，两岸艺术家再相聚，
一起实地采风，共同创作交流。

前台湾当局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洪孟启致辞
时谈及泰山的历史和文化。他认为，我们中国人最骄
傲的是，中华文明是所有文明中唯一历史、文化没有
中断的。文化传承体现了对自身历史的尊重，文化界
承担着让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代代相传的神圣责任
与使命。

台湾著名画家江明贤致辞时表示，因为疫情，
两岸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这次交流展览活
动的意义更显突出。希望疫情影响尽快消除，两岸
文化交流能不断加强。他认为这次的众多作品水准
非常高，希望还能到台湾中南部展出，再到大陆
展出。

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院长刘罡在视频致辞中
说，三次参加此项活动，两岸艺术家在一起切磋技
艺、共叙友情，令人印象深刻。今年由于疫情影响，
未能面对面交流，但我们心是连在一起的。希望艺术
交流不断为增进“两岸一家亲”作出应有贡献。

“江山如此多娇——两岸艺术家
共绘泰山”书画大展台北落幕

文化 递速

刚刚过去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
年假期中，欧阳娜娜、王大陆、赖冠
霖、张钧甯等近40位台湾艺人，不约
而同地积极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声，祝
福祖国繁荣昌盛。与往年相比，今年发
声祝福祖国的台湾艺人尤其多。

去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舞台上以
一曲《我的祖国》深情祝福祖国华诞的
欧阳娜娜，10月1日0点，准时在个人
社交媒体上为祖国生日送上祝福：我是
中国人，我来自江西吉安，愿祖国繁荣
昌盛！

在10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播出的 《中国梦·祖国颂——2021
国庆特别节目》上，张韶涵、吴奇隆、
黄品源等三位台湾艺人一齐登台，共同
道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在这里祝福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在这档特别节目期间，以#港澳台
艺人表白祖国#为话题，在新浪微博上
冲上热搜榜，“有国才有家，我是中国
人！”“我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见证了祖国的繁荣变迁！”“国家越来越
好，我很骄傲！”“我爱你，我的祖
国！”赖冠霖、张钧甯等数十位台湾艺
人转发该话题，并为祖国生日送上
祝福。

有眼尖的大陆网友发现，张钧甯
选择1日晚9点4分在个人微博上转发
＃港澳台艺人表白祖国＃的帖文，祝
福祖国“山河锦绣，盛世中华。＃祝
新中国生日快乐＃！”9月4日，正是

她的生日。“用心的‘暗藏玄机’，有
心了！”发现“玄机”的大陆网友也直
呼感动。

9月 28日晚，台湾武打动作演员
陈竹音在微博中还晒出自己受邀参加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招待会
的请柬和嘉宾证照片，同时感言道：作
为一名在宝岛台湾土生土长的青年，有
机会走进人民大会堂，心中倍感荣耀和
感恩：感谢伟大的祖国让我们台湾同胞
有一个家可以回；有强大的祖国做依
靠，我们的未来有盼望！恭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2周年！期盼我的家乡早
日回到祖国怀抱！

此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华诞
之际，陈竹音和刘乐妍、何绍宏、夏允
浩等台湾艺人一起合唱了一首《共产党
万岁》，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敬
意，表达对祖国统一的热切期盼。MV
在微博、YouTube等平台发布后，引
起两岸网友热议。

对于这些台湾艺人积极发文，祝
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新中国生日快
乐，不少大陆网友也为他们点赞。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艺人来到大陆
发展，参与两岸影视创作和综艺节
目，带来许多受两岸观众欢迎的作品
和节目，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巨大。国
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曾表示，我们
一贯积极支持两岸文化领域交流合
作，热忱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发
展，共享机遇，实现梦想。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国庆期间数十位台湾艺人发声祝福祖国

本报记者 修菁

■上海：两岸学生携手祭孔

9月 25日上午，以“敬贤孝亲、两
岸同心”为主题的海峡两岸青少年纪念孔
子诞辰 2572 周年祭祀活动在上海文庙
举行。

大成殿前，上海文庙管理处主任刘栩
以主祭官身份诵读祭文。包括百余位沪台
学子在内，参与祭祀活动的全体人员以传
统礼仪“四拜礼”向至圣先贤表达敬意。

作为上海城区唯一祭祀孔子的庙学合
一古建筑群，上海文庙始建于1294年。
当天，这一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儒学圣地
成为两岸青少年共同缅怀先贤的场所，研
习传统礼仪、了解传统文化的舞台。

来自上海市敬业初级中学的孩子们右
手执羽、左手执籥，以肃穆恭敬的祭孔佾
舞为祭祀活动开启序幕。庄重的仪式之
后，主办方精心设置了蹴鞠、投壶、拓印
等充满古风古韵的游戏，让学子们在快乐
嬉戏中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上海台商子女学校高一学生卓妤
辰来说，参与此次活动新奇而难忘。“祭
拜孔子、行拱手礼，穿古装、玩投壶。以
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现在能够亲身体验，
感觉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中华传统文化的
距离。”卓妤辰说。

主办方代表、黄浦区台联会长程彝敏
表示，两岸青少年在一起秉承古礼、致敬孔
子，也将共同践行崇仁重义、尚礼贵诚、重
教尚贤、与时偕行的优秀传统文化。

上海文庙是上海黄浦区重要的两岸青
少年交流基地之一。据悉，黄浦区将继续
在文庙开展“敬贤孝亲、两岸同心”系列
主题活动，助两岸青少年增进交流、增长
才干，加深友谊和情感融合。 （潘清）

■北京：两岸学界文化界共办
礼乐典礼 共话中华文化传承

“今天，距离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两
千多年。为什么他仍被包括两岸同胞在内
的中国人共同纪念？我们为什么纪念他，
又要纪念他什么？”在9月28日由北京四
海孔子书院主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72
周年，共话中华文化传承研讨会”上，台
湾三一寰宇文化协会执行长杨庆亮的如上
追问，引发现场嘉宾的沉思。当日，来自
两岸学界和文化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
席了活动。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
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向活动发来贺信。
她表示，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能忘记
这个无比珍贵的文化身份。中华传统文化
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内涵，是两岸共同的
文化共识，也是我们要守护的共有精神家
园。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同传承中华文
化，共同弘扬传播中华文化。洪秀柱希
望，网络时代的年轻人，进一步了解中华
传统文化，以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传承的精
神为底气，做一个充满自信而有尊严的中
国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

“心灵共契”“礼乐共奏”“典范共仰”“道统
共传”等主题展开交流探讨。

北师大资深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
长、国际儒联荣誉顾问郭齐家以两岸祭孔活
动为切入点，建议全面认识孔子和儒学在现
代世界的重要作用。“儒学包含融合、和谐
的精神，是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源头河
水。”他表示。“孔子是中华文化的一座高
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亦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根
基。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台湾有
一种现象：一方面，百姓生活与中华文化息
息相关，广大民众对中华传统尊崇备至；另
一方面，一些政治势力一边拜着孔子、妈
祖、关公，一边在文化、教育领域力推‘去
中国化’，将‘中国史’‘中国文化’与‘台
湾史’‘台湾文化’切割，令人痛心和忧
心。”杨庆亮说，在疫情之下，之所以他愿
意花出两岸疫情防控隔离的时间和金钱成
本，来到大陆参加这次会，就是希望和大陆
同道戮力同心，共同找出两岸同胞共同认同
的文化精神，为增进台湾青少年的中华文化
认同尽己之力。国台办全国对台干部培训中
心主任王杰在发言中提出，台湾问题是政权
统一和政权认同问题，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
的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起点和结
果，也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在现代社会，由
于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行为，两岸现实
文化出现断裂、冲突。因此就需要加大推动
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推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两岸文化交流，要创造两岸未来共同的文
化。文化交流在重视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的
同时也要重视现实文化。文化复兴不是文化

“复古”，要创造两岸认同的新文化、新“传
统”。研讨会前，与会嘉宾一起在现场观看
了由北京四海孔子书院主办、台湾三一寰宇
文化协会协办，四海孔子书院师生共同呈现
的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2572年诞辰礼乐
祭孔典礼。在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看来，

增进台湾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进而认
同，需要一些文化层面的桥梁和纽带，而让
礼乐在两岸共奏，就是一种有效的联结方
式。台湾中华民族致公党主席陈柏光表示，
中国大陆正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就要复兴中华
文化，因为经济使一个国家强大，而文化使
一个国家伟大。台湾的“台独”势力在岛内
有计划地做了大量“去中国化”的措施，但
无论如何，台湾人的祖辈来自大陆，文字也
是中国文字，所以“去中国化”的各种措
施，终将是徒劳无功的。

作为台湾青年代表参会的台湾电影人涂
圣成表示，儿时父母曾带着自己去过台湾的
很多座孔庙，“那里古色古香的建筑承载着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一幅幅楹联书写着薪
火相承的思想与情怀，而漫步其间的民众或

鞠躬敬拜、或凝神观望、或研学笔墨，享受
着一份古意文脉的熏陶，今天想来，当年所
见对今天的我，都是一份文化滋养，为我的
文化认同打下一份底色。”他表示，推动祖
国统一大业需要有责任和使命担当的台湾年
轻一代，自己愿意通过个体的讲述和发声，
为推广中华传统文化贡献个体的力量。

（本报记者 修菁）

■台湾：疫情下超过40座大小孔
庙如期举办祭孔活动

据新华社电 今年虽受疫情影响，台湾
各地孔庙的祭孔典礼仍如期举行，只是按防
疫要求取消民众观礼或减少现场参与人数。

台北市孔庙的释奠典礼9月28日清晨6
时登场，为时约3小时，循古礼设有正献
官、奉祀官、分献官，并由孔庙所在地大龙
峒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礼生，由初中、小学
和餐饮学校学生分别担任“乐生”“佾生”

“馔生”。由于目前防疫规定对室外集会人数
有限制，典礼取消了民众现场观礼，但进行
了网上直播。民进党当局亦有高官代表领导
人出席，担任嘉宾。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台湾各地有超过40
座大小孔庙。其中，兴建于1666年的台南孔
庙是台湾第一座孔庙，被誉为“全台首学”。9
月28日，台南孔庙的祭孔仪式亦全程依古礼
进行，当地小学生演出了六佾舞，场面庄严隆
重。在高雄，祭孔典礼在位于左营区的孔庙举
行，今年取消了“佾生”“乐生”表演和民众观
礼，但仍依循明代礼制完成主要仪程。

往年，台湾各地祭孔大典都吸引大量
民众早早前往观礼，许多都是亲子同行。
父母带孩子来向“至圣先师”求智慧，保
佑升学顺利。据了解，台南孔庙祭孔的重
头戏就是“拔智慧毛”活动，每年吸引许多
民众参与，但今年也因配合防疫暂停了。为
了让民众们不太过遗憾，台南孔庙改分送

“智慧笔”。

道统共传 两岸同心

两岸学界文化界共同纪念孔子诞辰2572周年

9月 28日，由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师生共同完成的“纪念大圣先师孔子 2572年诞辰
礼乐典礼”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修菁 摄

9月25日，沪台学子共同朗诵《论语》。新华社发

▲

9 月 28 日晚，台湾艺
人陈竹音在微博中晒出受邀
参加国庆72周年招待会的照
片，感言：作为一名台湾青
年，有机会走进人民大会堂
倍感荣耀，期盼我的家乡早
日回到祖国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