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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后，去成为
——对话湖北黄冈师范学院台湾省籍教师周美华、周敏华

本报记者 修 菁

台胞 陆观 新闻 递速

日前由全国台联、台湾同学会共同
主办的“第七届大陆任教台湾教师交流
联谊活动”在黑龙江省举办。团员中有
一对来自台湾东吴大学，任教于湖北黄
冈师范学院的双胞胎姐妹教师。她们从
小一起上学、一起做成长路上的各种决
定。2019年 7月，初次来到黄冈师范
学院 （以下简称“黄师”） 试讲的她
们，被这里温暖的教师人文关怀制度和
严谨向上的治学氛围所吸引，来自心底
的声音告诉她们，“黄师就是我们到大
陆任教的立足点。”

两年“登陆”生活，她们不管是行
走在校园还是大陆各地，“脑海中的一
些记忆总会被频频唤起，让我们更加深
切地喜悦着自己终于能回到自己的根生
长的地方，找到心灵归属。”

这对台湾姐妹教师“登陆”后，
“脑海中的一些记忆频频被唤起”具体
指什么？大陆高校的哪些吸引力最终让
她们留下来？她们在此次台湾教师黑龙
江交流联谊活动中又收获了什么？本报
记者与她们做了对话。

■ 黑龙江印记：“提振了我
们积极奋发的力量，更激励着我
们在自身岗位上，要继承和发扬
这两种精神和爱国情怀”

“‘北大荒精神’和‘铁人精神’
不仅唤起了我们细胞里的记忆，也提振
了我们积极奋发的力量，更激励着我们
在自身的岗位上，也要继承和发扬这两
种精神和爱国情怀。”7月15日台湾教
师交流联谊营活动安排台湾教师走进位
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区的铁人纪念馆，聆
听讲解员对于铁人王进喜一生奋斗故事
的讲解，“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的名言，一直萦绕在姐
姐周美华心头。“王进喜说‘石油工人
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
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这是何等的
豪情壮志，将我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
奋斗精神响彻寰宇。”让周美华很感怀
的是，王进喜的人格品质。“他为大庆
油田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非但不见其
骄矜自满，还极谦逊地强调‘我是个普
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
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
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在妹妹周敏华看来，在生动的场域
中，聆听一位榜样人物的人生故事讲解，
就是对自己人生的精神洗礼。“铁人精神
及铁人的高贵情操，无不深切地感动和感
染着我，使我有了具体的学习榜样，也让
我找到了向前一步的人生航向。”周敏华
认为，作为新时代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她
通过铁人精神的感染，也感受到自身的使
命和身为中华儿女的荣耀。

7月 12日，交流联谊团一行走进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跟
随讲解员的讲述，一段惨绝人寰，令国
人痛心的历史，也深深震怒了周美华、
周敏华姐妹。

“看到日军用最卑鄙也最残酷的手
段，对我们同胞做出惨无人道的迫害，
实在是令人发指。也让我们深切地体会
到，国家一定要强大，也只有成为强
国，才能保障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过上
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姐姐周美华对记
者表示。

谈到黑龙江之行带给自己的触动，
妹妹周敏华也感叹，“祖国能走到今日
的富强康乐，何其不易！正是几代人的
坚毅奋斗，对‘北大荒精神’及‘铁人
精神’的继承发扬，才能有今日祖国的
富强局面，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梦才能

更快速更顺利的实现。”
读史明鉴，在具体的历史场域中唤

醒历史情怀，激发自身的使命感，进而
收获奋进的力量，是周氏姊妹黑龙江行
最大的收获。“通过此行，我们更体会
到我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渊远流传的关
键，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也很希望
继承、践行这种精神。”姐妹俩向人民
政协报记者分享说。

■ 任教黄师：“这里不仅有
乐学的学生，暖心的大陆伙伴，
还有让我们看得见、愿意不断向
前一步的职业未来”

周美华、周敏华任教的湖北黄冈师
范学院文学院一直与台湾东吴大学保持
交流合作关系。2019年黄冈师范学院
向东吴大学提出希望引进一些专业的台
湾教师，以提升学校相关专业的学术水
平。当时在东吴大学中文系任教，积累
了不少两岸高校学术交流经验的周氏姐
妹被选中，2019年 7月，姐妹俩被邀
请到黄冈师范学院试讲。

那年盛夏，初次走进校园，姐妹俩
即被这里暖暖的人情味和阳光严谨的学
风所吸引，后来姐妹俩一年中又先后三
次来到黄师，商榷来此任教事宜。

“最后一次来，是在那年12月份。
记得我们到黄冈已是晚上9点多，将行
李放置酒店后，我们不约而同想到到校
园里走走。一进校园，我们便看到好多
在路灯下读书的学生，暮色下他们认真
的身影，很动人，我和妹妹当时就相视
点点头，黄师可以作为我们到大陆任教
的第一站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

到学校人事处办理了入职手续。”回忆
两年多前姐妹俩决定到黄冈师范学院任
教的一刻，姐姐周美华回忆说。

而黄冈师范学院任教的两年，周氏姐
妹发现对于高校教师，这里是“乐土”。

“黄冈师范学院虽然是一所大陆二
本高校，但是这里的学生不仅学习态
度非常认真，而且也很尊重老师，在
当下这个时代，对于老师来说，有这
样的教书育人环境太难能可贵了，也
激发了我们在教学上的热情和冲劲。”
姐姐周美华介绍。

目前姐妹俩除了承担学校中文系本
科古代汉语课教学任务，还受学院委
托，在学生社团中讲授《道德经》，“原
先院里只安排了我们8次授课，但学生
们对课程的喜欢和投入，让我们也想为
他们再多讲授一些内容。”

让妹妹周敏华尤为感动的则是，按
照课程原计划，应在期末考试前结束课
程教授，但紧张的期末备考期，“学生们
仍希望我们继续授课，他们对知识的渴
求，是对我们作为教师的最大回馈，也
是我们喜欢在黄师任教的最大缘由。”
她说。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姐妹俩已有两
年多没回到台湾过年，让姐妹俩倍感暖
心的是，学校提前就为姐妹俩准备好年
夜饭，还有大陆同事陪姐妹俩过年。

“过节期间，除了院里的老师会邀我们
到家里过节，我们在黄冈所认识的朋
友，还会邀请我们到家中做客，也会不
时捎来些可口的土特产，或自家做的饺
子、腊肠、腊肉等，让我们感受到自己
早已是黄冈人，还深切地感受到‘此心
安处是吾乡’的幸福感。”在姐姐周美
华看来，黄师能迅速留住姐妹俩的心，

不仅是因为这里有“乐学”的学生，还有
“暖心”的大陆伙伴，以及让姐妹俩看得
见、愿意不断向前一步的职业未来，“在这
里，我们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不断地被
肯定，学院和系里非常关注我们的职业规
划发展，不断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教学和科
研工作平台。”她说。

目前，姐妹俩以“秦汉军功爵制的解
读”为研究方向的课题，已获“2021年度
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立项。此外，《中华老师》刊物也邀请姐
妹俩担任“台湾老学栏目主持人”，负责
台湾区域老学研究及《道德经》文化应用
研究领域学术稿件的约稿、组稿事宜。

“因此，我们非常庆幸，能有机会到大
陆高校发展，我们也深信，大陆是最适合我
们安家立业的归属地。”周美华告诉记者。

■ 登陆两年“新见”：“唤醒
了我们细胞里身为中华儿女的深层
记忆和爱国情怀”

“在台湾时，我们只知苏东坡曾因
‘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来到黄冈后，我
们才方知‘黄冈’原来就是‘黄州’。正
因如此，我们对黄冈便有了特殊的向往，
因为我们非常景仰东坡先生。”来到黄冈
师范学院任教前，虽然借由参与两岸高校
交流活动，周美华、周敏华姐妹多次过访
过湖北的一些城市，但脚步一直未至黄
冈。但因由专业研究背景，在姐妹俩心
中，黄冈这座大陆三线城市在她们心中，
有着格外的亲近感，“我们希望通过行走
这里，更多地领略东坡诗文中的内涵及意
境，也能依据诗文所记，逐步去调研东坡
所生活过的足迹。”谈到黄冈在姐妹心中
最初的模样，姐姐周美华和记者分享道。

让她们心随所愿的是，来到黄冈师范
学院后，学校经常安排台师参与社会实
践，也因此她们的足迹踏上了十堰、咸
宁、蕲春、罗田、麻城、荆州等楚荆腹地
深处以及苏东坡当年到达的一些足迹。顺
着苏东坡先生的足迹，她们又重点找寻他
在黄冈的活动范围，并参与了黄冈民间的
东坡研究文峰读书会，这中间她们不仅得
到与黄冈地区文史工作者频繁交流的机
会，还惊喜地发现，“我们几乎能完全听
懂黄冈的方言。”

年少时，每年随父母到湖南老家探
亲，周氏姊妹对大陆的山山水水和乡里乡
亲都不陌生，以至于“登陆”两年，她们

“细胞里的记忆被频频唤起”，那是走在大
陆各地街巷时大家四目相对时收到的善意
寒暄和如家人般的关照，“当这两年我们
的脚步和心态都更沉静后，我们发现内心
对大陆产生了更亲切和喜悦的联结感，感
受自己终于能回到我们祖先生长的地方，
内心找到了归属感。”妹妹周敏华说。

一路行走，一路反思过去接受的国族
教育。在周氏姐妹看来，不管岛内的青年
知识分子和已经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都
需要有更多机会，走进在新中国发展史中
标志意义的历史场景中。

“我们‘登陆’前，虽然对大陆有心
理上的亲近感，但是对新中国以后的这段
历史并不了解，来大陆任教两年，虽然对
大陆的认识更深，但因为专业背景，我们
多半专注沉浸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极难对
祖国发展状况和新中国一路走来的艰难和
不易有整体认识，所以希望未来我们有更
多机会，走出湖北，走进更多新中国发展
史中的标志地。”谈到作为参与者，对未来
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期许，姐姐周美华说。

“就像此次随在大陆任教的台师走进黑
龙江，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我们身体里的
细胞被唤醒，那是有关身为中华儿女的深层
记忆和爱国情怀。”妹妹周敏华补充道。

8月4日，台湾当局教育事务主管部
门发布2021学年岛内大专院校境外学生
统计，其中在台大陆学生数量仅为2016
学年的一成。有岛内学者表示，大陆学生
减少系受到两岸关系和政治局势影响，呼
吁民进党当局改善两岸关系，尽快让双方
学生重启交流，不要失去一条促进两岸相
互理解的管道。

综合台湾“中央社”、联合新闻网、
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2012学年赴台
陆生数量为17454人，此后五个学年持续
走高，大陆学生均为每年境外生最大来
源。2016 学年赴台大陆学生数量达
41981人，几乎占境外生总数三分之一。

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两岸关系紧张
情势不断攀升，大陆学生赴台就学人数于
2017学年度开始下降，2021学年更只剩
下4293人，相较2016学年人数高峰时期
少了近九成。

台湾东吴大学校长潘维大表示，过去

大陆学生的学费是岛内私立大学很重要的收
入来源。大陆学生赴台数量逐年减少，粗略
估计每年私立学校至少会减少5000万元新
台币的收入。更何况，来过台湾的大陆学生
会对这里保持善意，失去了他们，两岸也失
去了一条互相理解的管道。

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则建议，民进党
当局应采取措施改善两岸关系，并尝试和大
陆协商。可以从改善大陆学生待遇着手，如
开放他们担任大学研究助理、将他们纳入健
保，一般境外生有的权益大陆学生也应平等
享有。

台湾《中国时报》此前一篇评论表示，
台湾原本就有严重“少子化”问题，最近几
年岛内教育界最多的讯息是许多私立大专院
校因招不到学生而面临“退场”。两岸同文同
种，当局有必要主动抛出橄榄枝化解僵局，
让两岸青年正常交流，大陆学生若能来台，
学位生、交换生加上短期研修生，不但可缓
减台湾高教压力，也可让校园气氛更多元。

赴台陆生五年内下降九成

台学者吁台当局尽快重启双方学生交流
本报记者 修菁

本报讯（记者 照宁）“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有更多
的管道、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可以帮我们解决。未来，一
定会有更多的台青，到厦门发展。”台青罗如云在厦门翔安区
台胞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上说。

7月25日，厦门市翔安区台胞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
该中心以“合厝”命名，意在体现“两岸一家亲”理念。厦
门市翔安区冠捷科技、友达光电等台企代表，台青代表，青
创基地负责人，区有关部门及各镇（街）的领导共60余人见
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祖籍地为厦门翔安的台胞有近40万
人，居住在翔安的台胞有1700余人、台企近300家，此外全
区金门籍乡亲约3500人。足可见，两岸同根同源，人文环境
相同，历史源远流长。

据了解，厦门市翔安区台胞服务中心作为厦门市翔安区
对台服务工作的主要宣传窗口之一，将定期开展政策咨询服
务、台胞诉求调解服务，同时举办座谈会、宣讲会等，推广
翔安区最新惠台利民政策。

作为服务中心成立后的第一场活动，厦门市翔安区台湾
青年创业就业政策宣讲会率先登场。相关单位现场就住房补
贴、创业场所租金补贴等政策措施，向台青们做专业解读。

厦门市翔安区委台港澳办主任曾国辉介绍，翔安区台胞
服务中心还将设立“区台港澳办领导台胞接待日制度”，届时
将会邀请翔安区里面几家比较大的台企代表，热心的台胞代
表，一起来担任台胞服务中心的轮值主任。轮值主任们将聚
焦台胞的“急难愁盼”，认真梳理解决问题的难点、堵点，协
调各方力量推动解决台胞们遇到的各种问题。

“希望把我们的‘合厝’，建成台胞在翔安的一个共同家
园。让台胞感受实实在在的家里的温暖。”曾国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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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照 宁）
“诗题红叶天授意，谢天赐良
缘，缘定今生……”8 月 4
日，“情牵两岸，缘定湖里”
2022湖里区首届海峡两岸七
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50对
两岸佳偶身着汉服以中式集体
婚礼的方式，共度七夕佳节。
在场22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
50对佳偶的幸福时刻，更见
证着“两岸一家亲”的一段段
佳话。

本次参加活动的50对佳
偶们跨越不同年龄层，有婚龄
超过20年的两岸夫妻，也有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他
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都
拥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爱
情故事。

来自台湾嘉义的张耿豪与
妻子姚若瑛，第一次的相见是
在2003年厦门的一辆公交车
上，不久后两人在校园再次相
遇，张耿豪才得知姚若瑛竟是
自己的学姐，经过相处两人终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台湾小伙
曹圣永和川妹子秦婉清则是在
一场朋友的聚会中相识，曹圣
永清晰地记得，他们第一次约
会的地点是在厦门的浪漫之地
五缘湾。

厦门姑娘刘昕欣5年前还

是厦门理工学院的本科生，她作
为学院闽台合作交流项目的交换
生跨海到台湾铭传大学就读，认
识了当初在该校读研究生的台湾
男生谢易峻，两人相识相恋。毕
业后，谢易峻为爱跨海到厦门银
行工作，如今他们已办理了结婚
登记。

台南的郭郁君和丈夫马华琛
因饮品研发有许多共同话题，现
在在厦门湖里区殿前共同经营一
家叫万屹茶研的奶茶店，他们的
爱情也是几经考验。起初，两人
是异地恋，疫情来袭后，郭郁君
毅然从台湾到厦门，在2020年
的中秋他们领证结婚了。“没有
什么可以阻挡相爱的人在一起
的。”婚礼上，郭郁君感慨地说。

“自1987年两岸民间交往恢
复以来，两岸民众之间的通婚已
成为常态。特别是随着两岸不断
交流，越来越多的台青到厦门学
习、创业、就业，单厦门湖里区
近两年就成就了100余对两岸良
缘，他们在厦门组成的一个个小
家渐渐地融入了我们的大家
庭。”厦门台港澳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台湾、大陆这种跨越海峡
的两岸婚姻是两岸交流的“黏合
剂”，它可以冲破偏见、增进交
流、加深感情，推动两岸民众的
深度融合。

50对佳偶情牵两岸 在厦喜结良缘

本报讯 （记者 陈小艳
通讯员 陈笑蔚）为了让更多
的台湾青年学生了解齐鲁大地
深厚文化底蕴和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感受山东人文魅力和发
展成就。近日，青岛市举办

“缘在齐鲁 品味山东”台湾
青年学生看山东活动，组织在
青学习工作的台湾青年、学
生，开展涉及济南、枣庄、济
宁、泰安、临沂五地市的多场
景体验、沉浸式交流活动。

活动立足青年群体需求，
精心安排了抗战历史、国学经
典、人文风情和创新发展多场
景合一的参访。在曲阜孔子博
物馆、孔庙、尼山圣境和济南
府学文庙，台湾青年学生们亲
身感受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
领略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凝
聚中华文化认同。

在沂蒙红嫂纪念馆、台儿
庄大战纪念馆和济南惨案纪念
堂，台湾青年学生们深切缅怀
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深入了
解“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沂蒙精神和抗战历史的波澜壮
阔。“听了这段抗战历史，摸

到墙上的弹孔，感觉内心非常澎
湃。中国青年应当奋力读书、勿
忘国耻、强我中华。”“感受到了
战争的惨烈，和平来之不易，要
珍惜和平。”学生们感慨道。

在临沂市沂南县竹泉村，大
家现场参观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在济南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海峡两岸
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合作区及区
内台企扎根发展情况，台湾青
年学生们亲眼见证祖国大陆的
发展成就与广阔前景。他们一
致表示，未来要立足山东，促
进两岸融合发展。

“整个活动中生动的场景安
排不仅有历史跨度、鲜明对
比，更增强了台湾青年们对祖
国大陆发展潜力的深刻认知，
吸引他们扎根大陆学习创业就
业发展，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积极融入两岸交流中来。”青岛
市政协委员、青岛市台属联谊
会会长薛月海表示将积极号召
全市广大台属通过多渠道与岛
内亲友开展联系，增强台湾亲
属对大陆的归属感和信任感，用
亲情、乡情增强向心力。

青岛市举办台湾青年学生看山东活动

2022海峡两岸大学生电
子竞技大赛（锡山）总决赛7
日在无锡学院举行，经过激烈
角逐，南京师范大学夺得冠
军，台湾亚洲大学获得亚军，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获得季军。

本次海峡两岸大学生电子
竞 技 大 赛 以 “ 同 台 竞 技 、

‘电’亮未来”为主题，经过
前期的预赛选拔，共有两岸
12所高校60余名大学生电子
竞技爱好者进入决赛。

作为一年一度海峡两岸电
竞交流的重要赛事，海峡两岸
大学生电子竞技大赛已成功迈

入第六个年头。今年，大赛作为
2022海峡两岸 （江苏） 体育嘉
年华活动重要内容之一，赛事内
容更加丰富，赛事形式得到创
新，赛事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继
7月在南京举办2022海峡两岸
大学生电竞大赛的首站比赛后，
又在工商名城无锡举办此项赛
事。

据悉，电子竞技游戏比赛是
进入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其表现
出来的竞技性和公平性，让更多
人认识到它不仅仅是游戏，还是
一种竞技精神的体现，追求的是
自我提升和团队协作。 （闻苏）

2022海峡两岸大学生电子竞技大赛
（锡山）总决赛落幕

“弘扬爱国爱乡传统 担
当祖国统一重任”全国优秀台
籍青年传统教育研习营日前在
吉林长春开营，来自福建、江
苏、河北等地30余名常住大
陆的优秀台湾青年参加活动。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副会长杨毅周表示，希望广
大青年台胞多谋增进同胞福
祉之策，多做加强交流合作
之事，多为促进心灵契合之
举，不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通过研习汲取智慧、洗礼精
神、砥砺品质。

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吉林省侨办主任冯庆忠在致辞
中介绍，吉林省地处东北亚中
心，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
商品粮生产基地，加工制造业
比较发达。同时，吉林省科技
教育、生态环境和重要资源具
有相对优势，全省每万人中拥
有科学家、工程师和在校大学

生人数居全国前列。
按照研习营行程计划，营员

们先后前往白山市的四保临江战
役纪念馆、马家岗村、杨靖宇将
军殉国地，以及长春市的长光卫
星技术有限公司等地参观学习，
了解吉林省的红色历史、乡村振
兴和科技发展。

定居河南台胞宋泽男说：
“我学习的是机械工程专业，吉
林省工业发达，这和我的专业很
对口，并且杨靖宇将军的老家在
河南，我很想了解他的英雄事
迹，我对接下来的研习活动十分
期待。”

冯庆忠表示，青年是国家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两岸关系
发展中的有生力量。希望广大青
年台胞在研习中收获知识、收获
能量，增强担当精神，做促进两
岸青年交流合作的使者，携手建
设两岸共同美好家园。

(高龙安)

全国优秀台籍青年赴吉林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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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华、周敏华姐妹，毕业于台湾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

献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教8年，2019年受聘任教于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