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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前夕，荣幸受邀参加“第二届台湾青
年边疆行系列活动——民族团结一家亲、粤台
青年西藏行”参访活动，一路上深刻体会到

“缺氧不缺精神”的信念以及生命可以企及的
高度，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在全国援藏展览馆，我看到全国各省区对
口援助西藏的关系示意图，十分震惊。西藏每
个县都有一个对口支援的省或央企，每三年每
个省都会有一批小几百人的援藏干部来到西藏

从事对口支援工作，到今年已经是第十批。回想
2021 年大陆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令世界感
到不可思议，大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气魄，很难
让想做到的事情不成功，笔者在大陆创业生活的
这几年，对这一点也有深刻的体悟。

展览中给我们解说的老师是广东人，因为
援藏任务来到西藏。他告诉我们，他已经适应
西藏的工作环境，一年前已经把工作关系完全
转到西藏，决定继续在西藏工作。和我们同行
的一位广东青联的代表也因为援藏任务在西藏
成立了公司开始种植茶叶。据这位团友介绍，
最开始是西藏自治区政府诚意邀请他的企业来
西藏发展，自己的公司评估了是否合适在西藏
开办产业，是否能带来商机。后来事实证明，
西藏茶品种销售非常顺利，他因此也会每年到
西藏两三次。我想，这就是大陆开展援藏工作
的成果，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西藏的发展机遇，
体现了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鲜明特
色。通过扶贫开发，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

此行我们还考察了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朱拉

松茸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这里，村民每人
每月的工资都达到了 5000 元以上，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脱贫攻坚的成果。看到房间里贴了满满
的表彰奖状，我们对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的总经理云登加措点赞不已，他却谦逊地
说，这一切成果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那
一刻我感到自己身上的使命感也油然而生。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台湾同胞也不能缺
席。一路和我交流的同行的师长、广东省海峡
两岸交流促进会农业委员会一位老师也鼓励
我，台湾的合作社制度值得大陆学习借鉴，这
次参访团邀请粤台青年一同参访，并联合了好
几个相关政府部门一起，就是希望借由政府牵
线搭台，两岸青年优势互补，同心同行，融合
发展，在国家乡村振兴背景下共谋复兴。广东
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农业委员会成立的宗旨
也是要促进两岸合作，台湾青年要抓握机遇，
在新时代浪潮下，乘风而上。

在参访的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创业创新基
地，我们与当地的藏族青年创业者面对面交流。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工作，所以

对这方面的内容特别有感触。当地对大学生创业
扶持政策很多，让我感受到大陆对民族团结的用
心，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同团的伙伴们积
极发表见解、谈合作，现场气氛活跃，充分反映
出两岸青年加强交流的强烈意愿，大陆始终是台
胞打拼的首选地。

作为一名台胞，我的脚步能踏上西藏，要
感谢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广东省海峡两岸
交流促进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技厅、
广东省文旅厅、广东青联的盛情邀请。当我将
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和岛内的社交媒体平
台，很多台湾朋友对此都非常羡慕，一直问我
如何能来到西藏。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台
湾朋友到一生要来的地方——西藏亲身走走看
看，你会发现即使两岸生活形态有些许不同，
但同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来到藏区，这里百
姓会如同家人般相待你，这份真挚的“我们就
是一家人”的情感，只有你亲身来到这里，才
能有深刻的体会。

此行我们的最后一个行程，是在拉萨文成公
主剧场观看《文成公主》大型实景演出，很喜欢
其中的一句台词：“天下没有远方，人间就是故
乡；天下没有远方，有爱就是天堂。”在我看
来，纵使两岸交流目前面临一些阻挠，但只要我
们有信心，一定会越来越好。参加这次边疆行的
所有粤台青年一定会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纽
带，把大陆的温情传回台湾，让更多台湾青年了
解大陆、热爱大陆，团结引导更多台湾青年把人
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梦想，积极投身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来。

（作者系在粤发展的台湾创业青年）

““把西藏人民的温情把西藏人民的温情传回台湾传回台湾””
李伟国李伟国

今年是“汪辜会谈”30周年。“汪辜会
谈”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当局“不接触、不谈
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是两岸关系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1998年 10月 14日，时任海峡两岸关系
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
辜振甫继5年前在新加坡举行首次“汪辜会
谈”后，他们在和平饭店“和平厅”再度握
手，进行第二次“汪辜会谈”，达成了四点共
识，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百年来，和平饭店就像一位历史老人，见
证了近现代中国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除了“汪
辜会谈”，还有很多历史场景与两岸交流有密
切关系。前不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在参
访大陆的最后一站上海，把和台商座谈的地点
也选择在和平饭店，可以说也是颇有深意的。

■ 饭店里孕育出的“国共合作”

和平饭店作为上海外滩的标志性历史建
筑，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曾享有“远东第
一楼”的美誉。饭店南楼前身叫汇中饭店，于
1908年建成并对外营业，是当时上海滩最高
的大楼，也是第一幢安装电梯和屋顶花园的大
楼。很多名流巨贾趋之若鹜，但他们不知道的
是，这个饭店实际上是由一家中国公司建造
的。北楼前身是华懋饭店，于1929年建成。
1955 年，世界和平大会在芬兰赫尔辛基召
开，会后发表了赫尔辛基和平宣言，远离战争
永葆和平成为大会的主旨。1956年，上海将
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合并，改名为和平饭店。

翻看和平饭店的建店历史会发现，两岸关
系发展进程中的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这不仅源于台湾社会的“上海情结”，还与和
平饭店在国共关系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有关。

1911年，孙中山先生赴南京就职。途经上
海时，他出席了上海各界在和平饭店举行的欢迎
大会。在这次欢迎会上，孙中山提出“革命尚未
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著名口号。此后的
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在和平饭店签
署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苏联表示支持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也公开确认联俄政
策。因为有了这个宣言，才有了后来的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因此，可以
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上是在和平饭店孕育形
成的，这也为后来和平饭店既成为国共合作的历
史见证者之一，又成为两岸对话的历史见证者之
一埋下伏笔。

■ 老友相会心相惜

1998年 10月 14日，和平饭店作为百年老
店抱着开放的胸怀，迎来两位在两岸关系发展史
上具有功勋意义的长者：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
振甫先生。

两位长者5年前，在新加坡首次见面，开启
了两岸事务性协商。作为1949年以后获得两岸
官方授权的民间团体第二次正式面对面对话，两
位长者的对话会晤在和平饭店的最大厅——和平
厅举行。当日晚宴，汪道涵先生还在饭店的“九
霄厅”宴请辜振甫一行，品尝了著名的阳澄湖大
闸蟹。今天，和平饭店的陈列馆里还保存着那天
这张手写的菜单。

汪辜第二次会晤虽然只是两位长者平生的第
二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他们发现彼此的阅历、
学识、兴趣爱好都很相称，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席间，汪道涵会长向辜振甫先生介绍说，这家和
平饭店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饭店，我们现在所在的
这个餐厅也一直保持着原样。辜振甫先生说，自
己年轻的时候来过上海，也住过和平饭店，几十
年之后，“故地重游，感慨万千”。辜振甫先生还
分享了几十年来自己锻炼身体的秘诀，就是一周
唱两次京剧，用以增加肺活量。而汪道涵先生的
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也很深，他虽不会唱京剧，但
非常喜欢京剧，并且两位老先生都喜欢京剧老生
演员李宝春。

席间谈兴很高时，辜振甫先生作为京剧资深
票友，还即兴清唱了《洪羊洞》《借东风》等京
剧选段。《洪羊洞》说的是为国守疆的故事，第
一句便是：“为国家哪曾有半日闲空……”一句
唱词点出了两人心意，但又没有完全说破，可谓
心心相印，意味深长。

1998年和平饭店这次会晤之后，因两岸政治
形势变化，两位长者难以再见面，但他们不时托友
人互赠礼物，以寄思念。有一年，汪道涵先生把一
个竹筒寄给辜振甫先生，旁人不得其解，辜振甫却
一目了然：此为盛筷子所用，“筷筒”即“快统”之
义。辜振甫也回赠一竹制笔筒，取“必统”之谐音。
这种中国士大夫式的儒雅交往，给处于“冰冻”的
两岸关系增添了一份暖意。

这种“中国式浪漫”只有中国人才懂，也充
分说明，两岸虽在政治上有分歧，但不妨碍两岸
民间的文化交往，更不妨碍相互理解，达成心灵
上的默契。两位长者的这次会谈，对推动两岸交
流，增进互信合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汪辜
会谈”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了两岸“不谈”的
僵局，结束了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不接触、不

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两岸中国人可
以坐下来，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分歧。
另外，“汪辜会谈”客观上也促成了台商到大陆
投资的热潮，推动了两岸经济的联结。从这个意
义上说，“汪辜会谈”是两岸关系史上非常重要
的一步。

■“上海情结”与新时代两岸关系新空间

和平饭店能成为见证近现代两岸关系很多重
要历史时刻的场地，也和台湾社会天然存在着一
种“上海情结”有关，这也成为沪台之间重要的
民心联结点。

1949年，国民党当局向台湾撤退，上海成
为最重要的出口之一。这些到台湾的大陆人，除
了国民党当局军公教人员及其眷属外，大多是地
主、商人、学生。他们在融入台湾当地社会的同
时，也带去了大陆的文化习惯，尤其是不少国民
党高官、文化名流、商业家族到台后，把上海的
商业模式、海派文化、生活方式都带了过去，令
台湾社会天然存在着一种“上海情结”。这不仅
是台湾的历史记忆，也成为沪台之间重要的记忆
联结。

自1987年台湾开放两岸探亲后，上海一直
在两岸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可以用两
句话概括：上海是两岸交流的主力军；上海是对
台工作的排头兵。连战、朱立伦、洪秀柱、郁慕
明、夏立言等台湾知名人士来访大陆时，上海都
是其必选一站。

2014 年 2 月，时任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
（陆委会）主委王郁琦率团访问大陆。即将回台
湾前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主任张志军邀
请王郁琦一行在上海和平饭店茶叙，双方在轻松

愉快的气氛中话别。也是在这里，双方希望在不
久的将来可以于台湾再次会面。当年6月，张志
军实现访台，这是1949年以来大陆对台事务主
管部门负责人首次踏上宝岛的土地。

今年3月底4月初，中国国民党原主席马英
九首次访问大陆，其第一站和最后一站都是在上
海。在上海期间，马英九先生还专门在和平饭店
会见台商代表，并参观了和平饭店陈列馆。他在

“汪辜会谈”的纪念文物前驻足良久，仔细询问
当时的情形，他还专门询问了两位老人当时的年
龄。

对很多台湾同胞来说，进入上海，就是融入
世界经济体系。因此，他们都愿意把上海作为

“登陆”第一站。上海及其周边是台商台胞的重
要聚集区，两岸首班春节包机是从上海起飞的，
海峡两岸空中双向直达航路开通仪式也在上海举
行。“上午来上海开会，下午回台北吃晚饭”的
两岸一日生活圈成为现实。

台湾同胞到上海，以经济社会交流为主，相
对来说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会小一些。两岸关系
好，台企台胞愿意到上海来做生意，两岸关系紧
张，上海与台湾的交流也不会断。新冠疫情期
间，两岸很多交流活动都中断了，但上海与台北
之间的“双城论坛”仍每年坚持召开。

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决定了其政治色彩
相对柔和，因此中央经常赋予上海一些重要对台
工作任务。台湾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如果直接去
北京不方便，或时机不成熟，就会把上海作为访
问的重要地点。站在新起点、新征程，上海在促
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过程中
必将承担更重要的任务，也必能发挥更大作用。

（口述人系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
长、研究员）

和平饭店：两岸关系中的一个“智者”
口述／李秘 整理／本报记者 修菁

第二次“汪辜会谈”菜单

面对民进党当局有意制造谎言迷障，阻挠台湾民众了解真实的大陆，古人
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尤为适用，从这位台湾青年的西藏参访笔记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如这位台湾青年所言，真实看见后，就有涌动要把
大陆的温情传回台湾，希望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热爱大陆。 ——编者

本报讯 （记者 修菁） 4月 29日，深
圳南山天后博物馆举行“辞沙”祭祀大典。
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的上千民众祭拜祈祷，
向妈祖这位传说中的海上庇护神表达虔诚心
愿。

4月29日上午7点30分，正祭仪式正
式开始。鸣钟鸣鼓，迎神，颂祝文……深圳
南山天后博物馆遵循古制，恢复古礼，结合
岭南传统文化，再现明代“辞沙”祭祀的场
景。大典现场，祭祀嘉宾和承献官等在主持
人的引导下，将祭祀流程一一完整演绎。正
祭完毕后，祭祀嘉宾跟随作为供品的“太
牢”一同登船出海，参加祭海仪典。在迎
神、上香、祭酒等传统仪式之后，“太牢”
被送入大海，献祭海神。

参加此次“辞沙”祭祀大典的除了港
澳同胞、在深台商之外，还有上百名来自
台南和高雄的台湾同胞。他们都是第一次
来到深圳参加“辞沙”祭祀大典。在参加
了隆重的典礼之后，他们纷纷表示，“辞
沙”祭祀，同谒妈祖，令他们十分感动，
也让他们更加深切感悟到两岸文化同根同
源、一脉相承，未来将邀请更多台湾同胞
来深圳共襄盛会。同时他们也希望，两岸
同胞共同努力，促进两岸交流往来、推动
两岸和平发展。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宗教信仰系出同
门，应该发扬千百年传承，摒除不必要的纷
争。”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陈忠和表示，“希望
借今天的祭祀典礼，能够让台湾年轻人和乡
亲了解到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方方面面的关
怀。祖国大陆始终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亲
上加亲。”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
公室、南山区人民政府主办，台盟深圳市
委、南山区台港澳事务局、南山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承办，南山区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协办。

据了解，2014年开始，赤湾天后古庙
遵循古礼古制，恢复“辞沙”祭海这一仪
典。2023年 2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
台办批准设立深圳南山天后博物馆为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深圳南山天后博物馆也成为广
东省内唯一以妈祖文化为载体的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截至目前，南山天后博物馆已接待
台湾团体及个人上万人次，积极开展各项海
峡两岸妈祖文化交流活动，建立起独属于海
峡两岸暨港澳新生代的文化认同基础，使海
峡两岸暨港澳妈祖文化交流不断热络，切实
增强海峡两岸暨港澳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认
同和民族认同。

深圳“辞沙”祭祀大典
再现600年民俗

本报讯（记者 修菁）近日，“豫韵情
深·根亲中原”——海峡两岸“豫剧入台
70 年”交流展演活动在河南艺术中心举
办。此次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
会、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主办，河南省人
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河南省台湾同胞
联谊会、河南省青年联合会、河南省戏剧
家协会、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承办，
中共郑州市委统战部、河南豫剧院、河南
艺术中心协办。

全国台联副会长郑平在致辞中表示，今
年恰逢中华豫剧艺术扎根台湾70周年，也
是海峡两岸豫剧艺术开启双向交流 30周
年。经过70年的发展，豫剧已成为深受台
湾观众喜爱的地方剧种之一。经过30年的
交流，两岸豫剧已经形成了优势互补、携手
并进的发展态势。抚今追昔，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一部两岸豫剧的交流史，就是两岸
同胞血脉相连的情感史，就是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的交流史，就是两岸同胞合作共赢的发
展史，它使我们更加坚信中华民族文化的根
深蒂固，让我们看到两岸文化交流的巨大价
值。

当日下午，参与和见证了豫台两地戏剧
文化交流的戏剧演员、专家围绕“两岸豫剧
交流的历史过程和启示”“两岸豫剧共同打
造剧目的收获”“两岸豫剧交流演出的体
会”“两岸豫剧交流合作的意义”“两岸豫剧
交流的前景与展望”等五个话题进行深入讨
论，为两岸豫剧文化进一步交流奠定理论和
情感基础。

当晚，多次参与两岸豫剧交流的河南文
艺界众多艺术家登台重现曾赴台交流演出的
经典剧目，并以《乡音乡情话乡愁》《黄河
岸边梆子声》《豫韵情深七十年》3个VCR
短片讲述了两岸豫剧文化交流的故事。艺术
家们用精湛的技艺，饱满、严谨的演出状态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饕餮盛宴，赢得
了满堂喝彩。

豫剧入台 70年，在台湾传承了 4代。
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豫剧表演艺术家马
金凤的弟子台湾名角刘海燕从台湾发来了
祝福，深情回忆了豫剧在台湾70年的发展
历程。无论是台湾的豫剧演员，还是在豫
台胞，都对两岸豫剧文化交流的前景充满
了期待。

“豫剧入台70年”交流
展演活动在郑州举办

文化动态

一位台湾青年的西藏行笔记一位台湾青年的西藏行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