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一个话筒突然出现在面前，请你对
台湾同胞说句话，你会说什么？2021年岁
末，台湾自媒体人柳杰克在北京三里屯街
头实验了一把。

“说到台湾，你想到什么？”
“你喜欢台湾吗？从 1到 10分，你给

台湾打几分？”
“你觉得台湾人是不是同胞？”
当采访者把这些问题问给北京街头

随机采访的路人男女老少，“回来吧”“我
们是一家人”“对台湾过去印象很好，现在
差一些，因为‘台独’分子对我们有仇视，
但是我有台湾朋友，他们都很和善……”

“快过年了，祝他们新年快乐……”虽然目
前两岸关系官方层面处于冰点期，但是来
自大陆民间的暖意，就如这些身处寒风中
的应答者，谈起台湾，他们的言语飘着浓
浓的暖意。

这条视频通过YouTube视频平台传
回岛内，也引发岛内媒体和民众的热议，

“民进党当局天天在告诉我们，大陆对我
们很不友好，可是听着这些民众的话，他
们对我们很友善呀！”“一听到‘回来吧’，
我泪崩了……”

截至1月20日，柳杰克的这条视频在
新浪微博和YouTube上，有数十万的点
击量。

“让我最意外的是，大陆民众对台湾
的友善程度竟然有这么高的比例。”柳杰
克日前向人民政协报记者谈到现场听到
大陆民众应答带给他的触动，柳杰克说，
最大的感触就是，大陆民众对台湾的友善
程度竟然有这么高的比例，达到了街采民
众的七八成以上，“很多大陆百姓都称我
们是‘同胞’，希望我们‘回来吧’，这是我
做这条街采之前，没想到的。”

柳杰克说，这次街采经历，也触动他
以后要多做一些现场直播或现实场景中
的一些两岸话题的民间层面互动，“至少
是在真实了解之后的评判，而不要被一些
网络中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声音和台湾
当局鼓噪的不实讯息所影响。”

在与人民政协报记者的连线中，柳杰
克也谈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如何通过
新媒体视讯方式让台湾同胞真实看见大
陆的一些思考。

记者：怎么想到在年末做这样一个有
关两岸主题的街头访问？

柳杰克：也不是刻意要选在年末做。
一直以来，两岸议题是两边民众关心的，
比如文化认同、对统一的意愿等，台湾媒
体也经常做这样主题的街头访问。

恰好我在大陆，就很想听听大陆普通
民众对两岸统一和台湾地区的真实看法。

记者：现场听到大陆民众的反馈，给你
触动最大的是哪一部分？和你预设的一致
吗，还是有超出预期的部分？

柳杰克：让我最意外的是，大陆民众对
台湾的友善程度竟然有这么高的比例，达
到了七八成以上，采访中，很多大陆百姓都
称我们是“同胞”，希望我们“回来吧”。

记者：你之前了解到的大陆民众对台
湾民众没有如此友善？

柳杰克：我自己有过一些经历，网络
上两岸网友间的互动有时没有那么友善，
大家相互间讲话不考虑尺度，当然我也知
道其中一些留言，是被操控的网军。但台
湾民众主要靠网络来了解大陆，所以触动
我想了解普通大陆民众现实生活中到底
对台湾怎么看，大陆民众真实的声音到底
是什么样的。这次街头访问的经历，更触
动我以后要多一些现场直播或现实场景
中的一些两岸话题的互动对话，希望两岸
民间的正常互动，至少是在真实了解之后
的评判，而不要被网络中的一些带强烈情
感色彩的声音所影响。

记者：这条视频发出来，在岛内的反
馈怎样？

柳杰克：我看到已经有多家台湾媒体
转发了我这条视频，也有绿营的媒体就此
做了话题评论。蓝营的媒体，比如中天新
闻，一些观众在留言区留言表示，看了视
频很感动，“大陆民众对我们很友好呀！”

不过，我做节目，其实不太关注网友的
留言。因为在我看来，不管网友留言多少，只
要片子传播出去，被他们看到，就会给一些
人心中留下印象，哪怕绿营的民众，不管你
留言与否，嘴上说什么，心中自有一些触动。

记者：你自己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柳杰克：我们家算是外省人家庭，爷
爷1949年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他的一些
至亲被留在大陆，直到1983年他在台湾
去世，都没能再回到故乡。

记者：所以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对大
陆有天然的亲近感和心理联结？

柳杰克：对的。两岸恢复正常往来后，
我父亲1989年回到家乡湖南衡阳，和家
乡的兄妹相认，我第一次回到大陆是
1992年，父亲带着我到南京，看望在那里
的姑姑。再到2021年7月末，我随父亲回
湖南老家给伯父奔丧，就觉得大陆一直在
变化，而且每次来，变化都特别大。尤其是
去年这次，我在大陆待了半年时间，对大
陆的了解又深入了一些，越发希望，通过
自己在网络平台上搭设的这扇窗，让台湾
民众了解真实的大陆。两岸间民间层面的
一些敌意，大多是相互间的不了解，尤其
是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不了解。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自媒体的？
柳杰克：2020年4月开始做的。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是什么诱

因触动你要做这件事？
柳杰克：在做自媒体运营这件事之

前，我在越南做餐饮，但突然而至的疫情，
让我无法继续做餐饮生意，我那时每天都
在想，我还能做什么？投资别的领域再开
店，我想肯定也赔钱。后来有一天灵光一
闪，想到大家都宅在家里，肯定上网时间变
长，也希望得到外界的讯息，那我来做自媒
体好了。最开始就是在
YouTube 上建立
自己的个人频
道，开始做越
南商业话
题的话题
讨论，之
后 就 是
美国大
选 ，考
虑 到 大
家 每 天
都很关注
美 国 两 党
的选情，就每
天整理 CNN、
FOX 等电视台发
布的选情讯息，晚上再
直播讲解选情，没想到每天同
时都有六七千人在线观看。经
营频道一年多到现在，已经
有快 10 万的粉丝量，还是
挺让人兴奋的。

记者：今年你给自己有
什么样的规划？

柳杰克：2022 年，我打
算继续经营自己的自媒体频
道，我打算把这件事，作为个
人的生涯规划，专注做一段时间
看看。人生就要持续不断地找寻属
于自己的舞台，让我感到十分庆幸和
幸运的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失去了
原来的舞台，

虽然被迫换到新舞台，但是竟然很适
合自己，让我感到，既然这个舞台能发挥
自己的才能，就要尽力去做好。你知道有
很多人在这场疫情中失去自己挚爱或赖
以生存的舞台，但又没有办法找到新的舞
台。人要懂得珍惜，这是老天给我的福分。
所以，我打算把自媒体平台这件事用心做
下去。在我经营自媒体平台的近两年时间
里，我也发现，沟通交流在促进两岸关系
中的重要作用。两岸民间的民心相通、文
化和政治层面的认同，都需要把对方的正
确资讯传递出来，在这方面，我认为我还
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可以做一些台
湾百姓对大陆很关注又了解讯息不足的
内容，比如大陆的“两会”，到底在大陆民
主政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很多台湾老百
姓会认为，这两个会就是一些代表在一起
拍拍手，通过一些事情，真实的情况是这
样的吗？

过去两年的直播体验中，给我自己一
个最深的感触是，只有真正“看见”，对一
件事的评判，才可能客观。大陆到底什么
样？中国共产党到底如何治理这样一个泱
泱大国？我想，台湾百姓需要正确认知、深
度洞见之后再评判，这也是我个人当下十
分感兴趣的议题。

一个“小我”会唤起
千千万万个“小我”
——对话台湾博主柳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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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晚，在央视《启航
2022》迎新年特别节目上，三位台湾歌
手萧敬腾、欧阳娜娜、陈立农和两位大陆
歌手袁娅维、张杰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
同唱一首歌》，以台湾三兄妹在爷爷去世
后，凭借半张族谱到福建寻找祖籍地为创
作背景，唱出两岸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歌曲一经发布，引发两岸网友的热议，该
首歌的词作者、台湾著名词作人方文山也
招致台陆委会和岛内绿媒的恶语相向。据
台湾TVBS新闻网报道，台陆委会声称方
文山填词的这首歌是“统战歌曲”。

1月 15日早上，方文山在个人社交
网络平台脸书上发文表示，“从头到尾我
都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写这首歌的歌
词主轴是为返乡的亲情服务，而‘两岸’
与‘家人’是这首歌故事主轴里必然出现
的关键字。”在方文山看来，当下两岸关
系处于冰点，需要《我们同唱一首歌》这
样带些温度的歌曲来缓和两岸日趋紧绷的
局势，增进两岸民间情感的互动，“因
此，我不心虚。”方文山说。

对此，两岸许多网友对方文山表达了
支持，“两岸本是互称同胞的一家人，缓
和两岸增加亲密是做对的事，值得鼓励，
值得支持。”有网友在方文山的社交平台

留言区表示。还有网友表示，“我的家人在
对岸生活，我的内心极度渴望两岸和平共
处，而非紧绷相对，谢谢你温暖的歌。”

在台媒评论区，也有网友称，“这首歌
内容我看不出哪里有问题，是民进党搞‘台
独’心虚有鬼！”“两岸本是一家”。

还有网友表示，“同文同种是事实，政
治分隔不代表人民不能交流，更何况商业交
流领军，你想连音乐文化都批判吗？”

更有网友讽刺民进党当局最怕的就是两
岸情势缓和，“不然不知道怎么选举，所有
和平的方式都会被打成‘舔共卖台’，才符
合自我利益。”

对于《我们同唱一首歌》被民进党当局
称为“统战”，而且参与创演的台湾音乐人
遭到不同程度的网络攻击，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1月12日表示，我听了几遍，很赞同
台湾网友的一句评论，这是两岸音乐人送给
大家的“一份新年礼物”。这首歌以台湾三
兄妹凭借半张族谱到福建寻找祖籍地为背
景，两岸音乐人用心用情创作演绎，充分展
示了台湾同胞思乡盼团圆、两岸同胞血浓于
水的骨肉亲情。“寻根路，你我对话，穿越
了海峡，两岸从来是一家”，透过这首歌，
我们期待海峡两岸的同胞们不仅一同唱
歌，更是一起寻根，一起打拼。

《《我们同唱一首歌我们同唱一首歌》，》，我不心虚我不心虚！！
本报记者 修 菁

“新的一年，我想在大陆创业，扩充自己的团队，组建
一个台湾年轻人的团队。”结束了又一段忙碌的拍摄时光，
台湾姑娘李乔昕“如释重负”地坐下来，说着自己新一年
的愿望。

从台湾来到大陆已有一年多时间的李乔昕，从事短视
频拍摄工作。现实中的她更似一位“邻家女孩”，而在短
视频社交平台上，以“台湾表妹面面”的身份进入大众视
野的李乔昕，相关账号累计已有近300万粉丝，成为网络
红人。

李乔昕的短视频，多以其本人在大陆各地的所见所闻
为内容，以一名台湾同胞的视角呈现出当地的人文风情和
发展面貌。走过一些城市之后，被大陆吸引的李乔昕，决
定正式“扎根”。

去年10月，她搬到浙江杭州，落脚这座城市。“去年
7月我就来过杭州，当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觉得这里的
气候、饮食都很适合我。再后来因为领略到杭州的数字魅
力，让我更加喜欢这里。”

在其看来，杭州有别于许多城市的是，这里有很多
数字化的生活应用，经常让人感到惊喜。“前段时间我去
杭州富阳的一家超市，那里的购物车居然是智能的。点
击购物车上的屏幕搜索商品，会自动规划场内路径、导
航至相应货架。购物车还能自助结算、人脸识别、精准
推送优惠券等，作为消费者来说，购物体验感真是直线
上升。”

在杭州的日子，让李乔昕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座5G公
厕。“我曾专门去‘打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科
技的厕所，全过程中无需触碰：开关门、冲水、水龙头和
洗手液、干手机都是自动感应，人脸识别自动出厕纸，厕
所的玻璃还可以自动‘雾化’，保证私密性。”

每一次新的体验，李乔昕都会用视频去记录，并发
布到网络与大家分享。“许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代表
着潮流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让市民生活更便利。在
杭州，生活化的数字应用还有很多，我也期待继续探
索。”

李乔昕告诉记者，“从一名台湾人的角度说，其实台
湾还没有这么多数字化的应用。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视
频，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真实的杭州，真实的大陆。”

如今，正有越来越多像李乔昕
一样的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发展。

希望在大陆闯出一番事业的李乔
昕说，她很欢迎台湾年轻人
加入自己的团队。“我也想
过，未来或许可以带领团
队‘进军’电商领域，有
机会也积极尝试公益助农
直播等等。”

“不只是我，其实
我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
台湾博主在做这些事，
其实我们都是奔着同一
个方向在努力——架起两

岸沟通的桥梁。”在李乔昕
眼中，年岁更迭，新年愿景

不变，“方向”依旧。

让更多同胞
看见真实的大陆

本报记者 修 菁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 社长：王相伟 邮政编码：100142 年价：384.00元 月价：32.00元 零售：1.30元 电话：88146900 本报发行：88146999 全国各地邮局收订 港澳及国外由北京399信箱收订 刊号：D76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0195号

科教 社会·
2022年1月22日 星期六

4 责编 /修菁 校对/耿斌 排版/孔祥佳
E - m a i l ：jizhegaoyang@126.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58

地方直通车

本报讯（记者 照宁）演唱过《凉凉》《洋
葱》等在大陆传唱度极高歌曲的中国台湾歌手杨
宗纬，1月9日，在一档综艺节目中明确表示目
前已定居福建省厦门市。杨宗纬说，“选择厦
门，除了气候宜人，每月只要3000元就能租住
在厦门乡下200平方米的房子，相较于北上广生
活没压力，在大陆更宜居宜业。”谈及自己如今
闲适自在的生活，杨宗纬开启了“安利”模式，
喊话台湾其他艺人朋友也搬来厦门生活，被网友
调侃宛如“厦门城市推广大使”。

无独有偶，曾参演热播剧集《我的秘密花
园》 出名的中国台湾女艺人梁又琳，1 月 12
日，通过社交媒体披露自己已随丈夫定居浙江省
杭州市，一家四口终于在大陆杭州有了自己的
家，并喊话“幸福感满满”。

事实上不只是杨宗纬、梁又琳，近年来许多
台湾艺人都赴大陆发展，携家带眷移居大陆。如
台湾艺人刘畊宏全家人都已移居上海；2021年
11月，台湾歌手千百惠在拿到大陆身份证后兴
奋表示，“不管身在哪里，祖国都是我强大的依
靠，为此我倍感自豪”，并透露她早在20多年前
就已经获得大陆居民身份；2021年12月底，有

“台湾综艺一姐”之称的67岁资深演员方芳在社
交媒体称自己已定居大陆，还成功领到大陆居民
居住证，并透露自己要在大陆度过余生。此前，
方芳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直言，“我是堂堂正
正的中国人，热爱祖国天经地义。尤其是在大陆
见证了和谐、积极向上、团结一心的氛围，对比
台湾政党恶斗、撕裂族群，更加觉得珍贵。”方
芳还说，“希望大陆同胞们多给一点耐心，台湾
还是有很多人热爱中华民族，期盼共同见证两岸
统一。”

台湾艺人纷纷定居中国大陆

本报讯(李雪梅 记者 照宁) 1月 13日，
厦门市集美区出台《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行
动方案(2022-2025)》，其中将要实施的“台青
聚融友好工程”包含4个计划，“台青家园”计
划、“台青成长”计划、“青享金融”计划和“台
青融合”计划。该方案旨在着力解决台湾青年就
业、创业、学习、生活方方面面的实际需求，希
望让更多台湾青年受益，实现“引得来，留得
住，干得好”目标。

据集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台青家园”
计划是为了吸引台湾青少年来集研学、实习见
习；而“台青成长”计划则为台青来集创业就
业，提升学历和技能提供帮助；“青享金融”
计划加大了金融支持台青创业的力度；“台青
融合”计划意在鼓励和支持台青融入两岸乡村
振兴建设。为此，集美区成立“两岸青年发展
中心”，为台湾青年“登陆”集美提供一站式
服务，欢迎台湾青年到厦门集美“斗阵行，最
阵赢”。

集美区拥有两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是福建
省级两岸融合县域集成改革试点区，近年来吸引
了大量台湾青年前来就业创业。在该区1040家
台资企业中，台湾青年创业企业516家，占50%
以上，就业创业的台青近2000名。集美区百年
学村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高校云集的青春气质以及
对台研学优质的体验课程，同样深受台湾年轻人
喜欢，每年在集美区就学的台湾大学生超过200
人，中小学生达到200人左右。在受疫情影响的
2020年和 2021年，集美区新注册台青企业达
41家，来集美研学旅行的台湾青少年达3000多
人次。

厦门出台方案实施
“台青聚融友好工程”

本报讯（记者 修菁）“惠台利民政策措施
在四川得到持续贯彻落实，给台商台企吃下了

‘定心丸’，大家的投资和产值都有成长，更坚定
了发展信心。”在四川省台办近日举行的2022年
台商台企新春座谈会上，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
长、成都台协会会长高锦乐的发言说出了与会台
商们的心声。

数据显示，2021年川台贸易额创下历史新
高，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其中，2021年四川
新增台资企业129家，投资总额达14470.17万
美元，此外还有10家台企增资，增资额4590.37
万美元。

来自电子信息、金融服务、冷链物流等领域
的驻川台企代表在当天座谈会上分享了2021年
企业发展成绩单。“增资扩产”“高质量发展”

“ 疫 情 防 控 ” 成 为 他 们 发 言 中 的 高 频 词 ，
“RCEP”“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台商
们关注的热点。

据了解，电子信息是四川省首个过万亿级的
产业，台资企业有较高贡献率。纬创资通 （成
都）有限公司业绩2021年实现了20%增长，仁
宝电脑 （成都）有限公司产品通过组合调整战
略，2021年实现了50%的业绩增长，联发芯软
件设计（成都）有限公司2021年也保持了良好
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以群光广场、新光三越百货为代
表的台资百货零售业，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助力下，经营业绩2021年也再获突破。

四川省台办主任罗治平表示，台商台企在四
川发展，还有很大潜力。今年四川省台办将继续为
广大台商台企搭建更多政企对接的平台，助力台
企延链强链补链，力求让广大台商在四川发展更
有获得感。

2021川台经贸交流合作成绩亮眼

本期《台胞观陆》专栏刊发三位台湾同胞在
大陆的故事。柳杰克是一位新晋入行的台湾自媒
体运营者。2021年末，他用在北京街头的一条街
访视频，让数十万岛内民众感受到了大陆的善意
和暖意，这次采访经历也坚定他继续自媒体运营
之路。他说要用自己的真实看见，去架设两岸民
众层面的沟通理解之窗，让更多台湾民众能够了
解到大陆的真实色彩和温度。

方文山是一位台湾词作人，由他作词的《我们
同唱一首歌》，以台湾三兄妹带着半张族谱到福建
寻找祖籍地为创作背景，唱出了两岸血浓于水的骨
肉亲情。但此曲一出，方文山却招致台陆委会和绿
媒的恶语相向。面对恶意攻击，方文山并不委屈，他
说，从头到尾自己都清楚在做什么。在当下两岸关
系冰点期，需要带着温度和善意的歌曲，来缓和两
岸日趋紧绷的局势，增进两岸民间的情感互通。

带着同样素朴的心愿，网名为“台湾表妹面
面”的台湾女孩李乔昕，用镜头记录了大量自己

“登陆”一年来的所见所闻，她说，要和台湾博主小
伙伴们一起做件大事，用镜头架起两岸沟通理解
的桥梁。

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在两岸关系上克难前
行的底气。年岁更迭，新年愿景不变，让我们共同
期待：壬寅虎年，两岸关系，寒尽春生。

台胞 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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