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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 融合话

最美人间四月天，中国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实现了

他的首次大陆之行。跟随他

同行的，还有20余位台湾青

年学生。12天多维度、沉浸

式感受大陆经济、社会、文

化发展脉动，他们对两岸共

同的历史根脉和共同的血脉

基因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

本期我们刊发几位随团成员

从岛内发来的参访手记，为

关心和了解两岸青年交流的

读者打开一扇启迪之窗。

——编者

我以前对大陆的感觉一直是熟
悉 却 陌 生 的—— 我 们 过 农 历 中 国
年、吃中国菜，学习五千年的华夏
文明。但除了 2002 年与长辈回乡探
亲以外，我竟不曾实际踏足这片神
州大地。适逢马先生访问大陆，何
其幸运我也终于有机会，用我的五
官和双脚，亲身观察、体会、认识
大陆的模样。

拜谒孙中山先生的长眠之地——
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是我们12天行程
的首站。一步一步踏在中山陵的石阶
上，就好像回到那个风雨飘摇、樯倾
楫摧的年代。“天下为公”出自 《礼

运大同篇》，是孙先生一生的核心思
想之一，这样的精神时至今日，依然
适用。紧接着来到武汉，这座承载武
昌起义等厚重历史的文化名城走过百
年大疫纷扰，仍保有其独有的楚地深
情。岳麓书院藏身于湖南大学一隅，
莘莘学子来到此地，总有一种莫名的
敬意油然而生。行至重庆，眼见张自

忠将军的烈士史迹，以一朵鲜花为将军
扫墓，与台湾光复纪念碑合影，先人以
血泪保卫下的和平、山河完整，又一次
令我动容。上海是12天行程的起点，也
是终站。复旦大学金校长和我们分享

“复旦”二字取自“日月光华、旦复旦
兮”，意指君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
力更生和勤奋，我想于人生亦然。

此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
各级台办悉心照顾、学生师长诚挚交流
乃至乡亲朋友热情欢迎，无一不使我发
自内心动容。台办人员的用心与贴心总
在小细节里屡屡展现，从繁体字印刷的
行程手册，大巴接送等最便捷的交通方
式，乃至特别调整过辣度的重庆小火锅
……沿路上与武汉、湖南、复旦大学的
年轻朋友们对谈，生活上，我们聊公务
单位难不难考、研究所与大学生活的差
异，还有独生子女对比兄弟姐妹；学术
上，我们针对永续发展进行讨论，就目
前我正在进行的碳交易、绿色金融等研
究交换意见共鸣，好像从来都在我们心
中，不假外求。

于重庆临别之际，导览老师分享了
重庆市小学一篇课文《宝岛台湾》，他很
向往阿里山的绝色，也想从101的观景台
俯视台北，但因两岸情势紧张还有政策
关系，一次也没能到得了台湾。经过这
些日子里面对面的沟通对话，我发自内
心感觉到两岸人民间，存在出于赤诚的
互信与欣赏。

在湖南大学交流时，一位来自新疆
的同学想了解中华文化对台湾年轻人的
影响。我记得小学第一份寒假作业，便
是背诵朱子治家格言。中秋节效法刘伯
温吃月饼，初一、十五烧香礼佛，长大后看

《笑傲江湖》里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
剑法。中华文化已内涵于我的喜怒哀乐，
形塑我与他人的交往方式。80亿人口中
几乎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中国人，我们共
享同样的语言与文化精神脉络，“去中国
化”实质上并不可能也毫无意义，作为中
华文化的传承者，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
如何在全体中国人的努力下推动中国不
断进步，使中华文化正向地演绎，使举世
钦慕、心向往之。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让
我们相约明年玉兰盛放时。

（作者系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商事
法组二年级学生）

中华文化已形塑我与他人的交往方式
何嘉霖

这次随马英九先生来大陆祭祖寻
根、交流参访，是我的第一次大陆行。
12天中我走过的每段路，都让我深切
地感受到：海峡在变窄，海湾在变浅。
作为台湾新一代，我们唯有追根溯源，
缅怀历史，才能不忘从哪里来，才知道
向何处去。

这次参访首先是一次致敬先辈之
旅。随马英九先生回乡祭祖，是此行
带给我最大触动的一个参访点。当他
以家乡方言宣读祭文，我感受到的不
仅是对祖先的尊重，也是一次与祖先
的精神对话。没有前人的负重前行，
就不会有今日的成果。这样的感动和
感慨也融入我们 12 日的参访行程
中。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处历史遗迹，
每每站在一处历史遗迹前，我都会被
先辈们对国家的忠贞捍卫之心所感
动。那时的中国在推翻清朝的君主专
制后刚刚站稳脚跟，内忧外患。但不
管面对多么强悍的外敌入侵，不论处
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保卫国家、不屈服
任何外部势力，正是因为先辈们坚贞
不渝地捍卫国家之心，才有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身为中国人，我们不管

在海峡哪一边也都应自立自强，面对
外来欺凌要勇敢抵抗。

这一处处历史遗迹就是一本本
“活课本”，它们的存在，就在有力地
告诉世人要铭记历史，才不会让历史
重演。站在历史遗迹的场域中，前人
的智慧与精神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我
们的记忆与血脉。因此，这些珍贵的
历史遗迹应继续完整地保存下去，如
果更多的台湾青年有机会走入这些
场域，他们失之偏颇的历史观也会
得到纠偏。

此次交流参访，同时也是让我们
台湾学子了解大陆的“看见”之旅，我
们有机会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和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脉搏。在 12 天行
程中，我们坐了几程大陆高铁，它的

舒适度和服务品质都无可挑剔，且十分
注重细节，用心程度可见一斑，也让我
感受到大陆“基建狂魔”这个称号实至
名归。在上海，我们还体验了公交车，
我发现大陆的公共交通设计也很科学
和人性化，比如公交车停靠站的避车弯
非常长，这样可以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上海洋山港的无人深水港则是百闻不
如一见，整个港口虽然空无一人，但自
动化运行的安全性和效率却很高。中
国铁建重工参与了台北捷运万大线的
建造，这也让我感受到两岸民间未来可
以更深入合作的可能性。

此次交流参访，对于我们来说，也是
一次文化之旅，让我们台湾学子切身感
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在湖北
省博物馆和上海音乐厅观看的两场国乐

表演中，我看到了许多在台湾没有见过，
甚至以为已经失传的乐器。大陆对于文
化保护的用心程度，也让我真心感到敬
佩。希望未来更好的大陆音乐家能来台
湾演出，让更多台湾民众认识和欣赏属
于自己的国乐和民族乐器。

国之未来，在于青年。两岸青年多
一些接触，就多一分情谊。此行中我还有
幸与大陆三所高校的同龄人座谈。在复
旦大学座谈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研究
物理领域的学长，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
题。我们不仅聊了我们熟悉的两岸景点、
美食，还聊了我们在学业上共同感兴趣的
话题。希望未来两岸在文化旅游、学术交
流上能有更好、更便利的政策，希望我们
以后还有机会相互见面交流。

祭祖寻根，参访史迹，体验新兴行业
的发展，感受传统文化的精髓……此次
大陆行，带给我太多兴奋和难忘的印记，
希望未来我能运用自己所学，在新兴技
术发展上为两岸发展贡献一份心力。坚
信台湾“回家路”路途虽险，但一步一脚
印，慢慢克服，定能创造一个属于全体中
国人的美好未来！

（台湾中正大学四年级学生）

不忘从哪里来，才知向何处去
高唯恩

上次到大陆是在 2021 年，因为适逢新冠疫情还是有诸多不
便。此趟随马英九先生一同参访大陆，我会用“历史性”来形容这
次行程。

这次“登陆”之旅最令我讶异的是大陆治安可以做得这么
好，此外整个行程中，大陆的交通十分便利，住宿地的接待和环
境也都非常好。餐饮的安排也都是当地特色菜，无论是南京桂
花鸭、重庆麻辣锅，都相当好吃。此趟行程充满着浓厚的中华文
化底色。

在行程安排上，此次参访是以抗日战争记忆为主轴进行的，
也让我感受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法忘却的记忆，同时也在
提醒我们战争的残酷，和平年代对于我们是多么值得珍惜。

要问我此行最令我难忘的一个参访点，于我是复旦大学。我
在这里“偶遇”了此前在台湾大学做过交流的大陆学长，他现在任
职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院。这位学长在台湾大学交流工作期间，
曾与台大的石之瑜教授一起做读书会。很巧的是，此行出发前，石
教授建议我到复旦后可以联络“王学长”，结果让我惊喜的是，座谈
会落座后，“王学长”恰好坐在我的旁边，不得不说这是一次有趣的
碰面！

未来，我想在教育的学术研究方面，更深入地了解大陆在国际学
术交流的脉络和联结度有多深多广。大陆在国际组织和智库议题研
究方面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我希望有更多机会可以从大陆的角度看
国际事务，以及了解大陆在国际上的研究和参与是如何进行的。

（作者系台湾政治大学亚太研究所在读生）

从大陆角度看国际事务
袁筱婷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此次的登陆之
行，我会用“惊艳”来表达。这是我第
一次到大陆。在“登陆”之前，我对大
陆的印象是建设发展迅速，这次实地走
访，证明此言不虚，甚至超越我最初的
想象。有一点令我特别在意：新楼之间
都保持适当的间距，维持每一户的采光
完整与通风舒适，这在台湾的新造楼房
上是经常被忽略的。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大陆在生活各方面都大力倡导“文
明”概念，第一次看到倡导“文明”概
念是在餐桌上，提倡使用公筷公勺、用
餐不浪费等原则，后续也在路上看到

“文明出游”的告示牌，倡导正确的驾驶
观念等。就连洗手间也看得到“文明”
的影子，像是“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
步”等标语。

在与大陆学生的交流中，他们在交流
会上的自信发言让我印象深刻。但更让我
在意的是，他们给人的感觉与我们在台湾
的同学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一样都会刷
手机、刷社交媒体、找寻校园地方美食，
大家对于校园生活的追求可说是大同小
异。我们参访团一行的学生，无不把握这
次的面对面交流机会，也希望彼此在日后
能维持联络，奠定两岸民众互相理解的良
善基础。

在大陆之行所学到的抗战史，与以往
的主要差别大概在于台湾的“纸上谈
兵”，几乎所有的抗日战役都是在大陆发
生，这次能够实地走访抗战遗址与博物
馆，切身体验当时的历史环境，对加深这
一段历史记忆有很大帮助。我希望其他台
湾青年也能到大陆看看抗战遗址以及供奉
英烈的忠烈祠。

我出生于 1996年，直到小学六年级才接触到中国历史，且
内容十分简短。我在高中就读文科，相比而言算是读了相当多的
历史。当时高中三年的六册历史课本中，有两册是中国史。而
在介绍抗战时，虽然关键事件都有所介绍，如九一八事变、卢
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等，也讲
到张学良迫使蒋介石终止剿共、与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历史事
件，但对于战争的终结，则归功于美国所投下的两颗原子弹。
当时历史老师补充说明，中国战场让日军深陷其中，耗损了当
时日本相当大的兵力和物力，是奠定最终对日抗战胜利不可或
缺的基础。

民进党当局企图将台湾所有的中国元素进行淡化与去除，
力图凸显台湾与大陆的不同，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台湾人眼中，
是非必要且非常浪费行政资源的。由于抗战历史过于惨烈，台
湾现今的课纲中无法完全抹灭对日抗战，但也越来越轻描淡写
地带过这一段历史，转而强调当代台湾史以及和日本的友好关
系。民进党近几年主张，参与抗日以及受到战争残害的只有当
时大陆的人民，台湾岛由于处在日本“统治”之下，并非抗
战受害者。这是相当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叙述。在日本殖民初
期，台湾岛上有一系列的抗日活动，直至日本殖民中后期才
逐渐转为非武装的政治抗日。我固然同意不能利用历史事件
去仇恨一个民族与国家，但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需要被正确地
认知与记忆。

（作者系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四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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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我们看见不一样的大陆

””

““ 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无法
忘却的记忆，也在提醒我们战
争的残酷，和平年代多么值得
珍惜 ””

““
经过这些日子里面对面的沟通对

话，我发自内心感觉到两岸人民间，
存在出于赤诚的互信与欣赏

””

““
12天中我走过的每段路，都让

我深切地感受到：海峡在变窄，海湾
在变浅。作为台湾新一代，我们唯有
追根溯源，缅怀历史，才能不忘从哪
里来，才知道向何处去。 ””

这次大陆行让我
学到的抗战史，让我
更深刻地感受到，两
岸曾经发生的历史事
实需要被正确地认知
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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