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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继年初的 《繁花》 之后，最近又有
两部大陆剧在岛内引发关注，一部是
《花间令》，另一部是 《与凤行》，国台办
发言人陈斌华日前在例行记者会表示，
大陆制作的影视剧频频受到岛内民众的
好口碑，是对两岸同胞同文同种、特别
容易共情共鸣最好的例证。台湾中时新
闻网援引岛内学者观点认为，大陆影视
剧因为向台湾民众阐释了中华形象与民
族文化，唤起了两岸民众相同的价值观
念与社会问题的共鸣，激发了两岸民众
民族意识与同根互依的深层情感，不少
岛内青少年因为观看了大陆影视剧，不
因民进党当局而“恐中”“反中”，反而
对大陆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今年必追陆剧”

《与凤行》改编自九鹭非香同名小说，
讲述灵界碧苍王沈璃（赵丽颖饰）与上古时
期唯一活着的神君行止（林更新饰）之间的
情感。沈璃的真身是一只凤凰，在千岁诞辰
之际被帝君颁布婚书，然而政治联姻不是她
想要的未来，于是逃跑至凡间，却意外被打
回原形，所幸遇到神君行止救援，两人的命
运从此紧紧纠缠在一起。

岛内媒体评价称，这是一段充满烟火气
和磅礴之力的新神话爱情故事，也是赵丽颖
和林更新继2017年《楚乔传》之后第二次
合作，因此颇让人期待。在台湾联合新闻网
总结的“2024必看陆剧推荐”中，《与凤
行》也占据一席。

“3月陆剧未免也太精彩！”文章称，虽
然《狐妖小红娘·月红篇》还未定档，但粉
丝已经期待赵丽颖的《与凤行》与杨幂主演
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打对台。该文总
结的其他“必追陆剧”还包括《繁花》《在
暴雪时分》《藏海传》《玫瑰的故事》等大陆
新制作的电视剧。

回望大陆影视剧入岛的历史会发现，台
湾民众追逐大陆影视剧，特别是古装题材，
其实不只是当下这代年轻人。大陆剧于
1996年2月正式被引进台湾，2000年之后
迎来快速增长。

台湾 《影视广播产业趋势研究调查报
告》显示，自2009年起，大陆作品在岛内
播出时长连年增长，2012 年首次超越韩
剧，2015年、2016年和 2018年均击败韩
剧登顶。2012年，岛内大陆引进剧收视率
的占比已上升至35%。当年，《甄嬛传》和
《步步惊心》在台湾热映，掀起收视热潮。
2015 年共有 14 部大陆剧登上台湾荧屏，
其中有9部收视率超过1%，《琅琊榜》 是
当年华视的年度大戏，最终拿下无线台收
视第一。2021年台湾十大热搜剧集中，红
遍全球的网飞韩剧 《鱿鱼游戏》 只排第
二，高居榜首的是钟汉良、谭松韵主演的
大陆古装剧《锦心似玉》。与此同时，大陆
剧在台湾的回放率也颇为惊人，其中《甄
嬛传》 基本每年都会重播，今年1月，买
下该剧在台播出版权的八大电视台在视频

网络平台播放了 5轮，创下超过473万人
次的高流量。

■大陆流行文化对台湾地区的影
响已势不可挡

“大陆影视剧持续受台湾民众热追，足
以说明大陆流行文化已全方位进入台湾地
区，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已势不可挡，尤其
是对于台湾青年一代的影响深远，使得民
进党当局的‘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
显得越来越滑稽和荒诞。”长期从事两岸社
会文化交流研究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
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对于大陆影视剧持
续在台湾热播现象，也跟踪多年。她认为
大陆影视剧之所以能引发岛内观众共鸣，
原因在于，这些剧集都让两岸民众在彼此
的生活世界中找到了很强的存在感。“虽然
线下的交流目前因为民进党当局的阻碍不
是那么顺利，但很多台湾人跑去上海打
卡，年轻人在线上的交流和互动达到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无界’，这些作
品一出来，民进党当局的很多‘抗中’话
语立刻就失效了。”

2001年，全国政协委员、大陆知名电
视剧导演赵宝刚的作品 《像雾像雨又像
风》火遍两岸，谈到今年春节期间，《甄嬛
传》在台湾连播五轮，《繁花》引得不少台
湾“粉丝”来到上海“打卡”黄河路文化
现象，赵宝刚认为，“优秀的电视剧作品被
两岸共同欣赏是情理之中。以前电视剧的

制作成本只要百万元 （人民币，下同） 左
右，现在则需几亿元。慢工出细活，《繁
花》拍了三年，只有一点点地拍，认真地
拍，才有可能创作高质量作品。”在赵宝刚
看来，随着大陆电视剧产业的不断进步，
会有越来越多台湾演员选择来到大陆发展
演艺事业，随着大陆电视剧制作水平的提
高，也会有更多的大陆影视剧被台湾观众
认可、喜欢。

台湾媒体人刘燕婷也观察到大陆剧集
近年来在台湾火爆的现象。她告诉人民政
协报记者，从《甄嬛传》到近期火爆台湾
的剧集《繁花》《花间令》《与凤行》，反映
的不仅是大陆剧集的质量飞跃，也照见大
陆剧集入台的十年巨变。“《甄嬛传》在台
爆红，或许可以说是古装元素、IP网文改
编剧本、宫斗题材新颖的多重成功；以上
海为背景的《繁花》在台绽放，则昭示了
大陆剧集已经可以不靠前述元素，引发台
湾观众共鸣。”

唐桦认为，大陆影视剧持续在岛内热
播文化现象说明，两岸流行文化的版图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早期台湾影视作品及流
行音乐深深影响了大陆，现在大陆民众对
于台湾的好感很多都来源于成长时期接触
过的台湾影视作品。随着台湾影视剧市场
的持续衰落，大陆近十年影视剧市场呈现
出繁荣的发展态势，因为有宏阔的叙事视
角、逼真的场景场面、恢宏的叙事结构和
强大的演员阵容，涌现出一大批制作精
良、叫好又叫座的影视剧精品。

■“期待更多更好看的大陆剧集
在台湾上映”

“我看到《周处除三害》的女主角王净
在岛内受访时表示，没想到大陆的票房已经
超过4亿人民币。我想说的是，大陆之大，
是台湾很多艺人难以想象的，也是他们心向
往之的。我们希望两岸影视界进一步加强合
作，创作更多两岸同胞喜爱的影视作品，携
手弘扬中华文化，丰富两岸老百姓的业余生
活，促进两岸影视产业的共同发展，做强做
大中华民族的影视事业。”国台办发言人陈
斌华谈到未来两岸在影视文化交流方面如何
能够再进一步，做了如上应询。

对于这一问题，唐桦认为，影视行业其
实需要更开放的两岸文化交流政策，相互引
进更多的两岸优秀文化产品，尤其是要多鼓
励两岸创作团队和演艺人员通力合作。“大
陆和台湾地区都有各自擅长的类型和领域，
合作才能让中华文化在全球产生更大的势
能。”唐桦建议道。

反映当下大陆时代面貌，重视日常叙
事、展现时代变迁、反映真实大陆、以情感
人的大陆影视剧，对于重塑两岸青年的文化
认同和重建两岸青年的集体记忆，具有无可
替代的作用。

“期待更多更好看的大陆剧集在台湾上
映！今年夏天我也计划和家人一起到北京的
故宫看看，了解真正的历史。”台北网友小秋
的期待，也是众多台湾民众心心念念的期许。

大陆影视新剧持续受热追

因为影视剧，他们想与大陆主动走近
本报记者 修菁

2023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中强调：鼓励两
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作为中华文化
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其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等突出特性，是两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魂
与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明清时期，随着大陆居民迁居台湾，汉
文化及中国传统文人画随之植入台湾的政
治、经济、生活和宗教活动中，虽然在以后
的几个世纪里台湾书画艺术受到“西洋画”
和“东洋画”的冲击和影响，传统中国书画
仍然生生不息。1949 年以后，大批大陆画
家赴台，台湾的传统中国书画艺术出现了复
兴的局面并呈现出多样的繁荣。其中，不少
山东籍优秀的书画艺术家，对台湾的书画发
展尤其是台湾近现代书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
响。台湾艺术家对中华传统书画艺术的不断
追求和探索，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弘扬。两岸书画艺术家在学习中交流，
在交流中学习。两岸书画家传承中华文化的
艺术精髓，以书画艺术为主体，不论是弘扬
传统还是开拓创新，都赋予了作品时代生命
力，展现出两地艺术家各自的探索和交融。

●●山东书画影响台湾书画艺术发展

台湾光复后，也就是 1945 年后，大陆
和台湾互动交流频繁，特别是 1949 年后，
一批山东书画家去台，在两岸有影响的达
30 多位，孔德成、李炳南、孙大石、李奇
茂、孙家勤、陈丹诚、喻仲林、刘国松等坚
守传统，善于探索，从题材上、创作思想
上、创作方法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对台湾

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孔德成，生于曲阜，字玉汝，号达生，

孔子第 77代孙，袭封 31代衍圣公，大成至
圣先师奉祀官。曾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
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中兴大学教授、
台湾地区“考试院”院长等职。他复建台北
家庙，倡导儒学。于台湾大学中文系、人类
学系兼任教授，讲授“三礼研究”“金文研
究”“殷周青铜彝器研究”课程。任故宫博
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为弘扬国粹，与
台静农、王静芝、王北岳、吴平等成立“六
修书画会”。1964年，被台湾“中国书法学
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为首届监事会三
位常务监事之一。孔德成书法初从二王入
手，后转颜体及北魏张猛龙碑，四体皆擅，
且精于甲骨、金石文字。他坚守传统、文以
载道的书法理念在台湾影响广泛，在台湾弟
子众多。随孔德成一同赴台的李炳南先生也
在推广佛教、吟诵的同时研习和推广书法。
台静农也有在山东的工作经历，他的书法，
行书中参以汉碑用笔，影响了台湾一代人。

孙家勤，字野耘，生于大连，祖籍泰
安。曾任台湾水墨画会理事长，得台静农、
张目寒两位引见，拜师张大千门下，成为大
风堂主人张大千先生的关门弟子，他除了师
承古人法度和大千先生技法外还另出新意，
将泼墨技法融入画面。孙家勤曾多次率弟子
赴北京、上海、四川、江苏等地举办联展，
和大陆艺术界人士研讨绘画艺术，为弘扬国
画艺术及两岸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台湾的佛教绘画也是传统绘画的主要一
支，有不少山东籍画家在这个领域成绩斐
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孙家勤，还有董梦梅、
夏荆山等。

董梦梅，别号山涛，生于山东高密。台
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艺术研究所硕士。擅长佛像绘画，著有《中
国佛教石雕艺术》《董梦梅佛画选辑》《梦梅
画集行世》。荣获中国画学会国画金爵奖。

夏荆山，字光桦，楠竹居士，生于山东
潍坊，佛教绘画艺术家。其作品既承宋元道
释人物绘画工整细致的风格，更在此基础上
融入自己的探索创新，以遒劲的线条和独特
的造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被称为“佛
画艺术大师”，其佛像绘画既如法如律，形
神兼备，又道场清净，法相庄严，不仅赢得
了佛教信众的欢喜赞叹，也受到两岸艺术界
的赞誉。

20 世纪中后期，台湾水墨画出现了多
元性和创新性的新局面。当时的青年画家们
突破传统绘画观念，大胆采用拓、印、贴、
撕等新技法，并利用特殊纸张和特殊颜料拓
展水墨的表现力。山东籍画家刘国松和姜一
涵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

姜一涵，字雪桥、逸中，籍贯山东昌
邑。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
学艺术研究所，曾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普林
斯顿大学任美术考古研究员，中国文化大学
艺术文化研究所主任、美术系主任。姜一涵
的书画在美国和亚洲受到了很高的赞誉，是
台湾现代美术、现代书法的代表人物之一。

刘国松，祖籍山东青州，1949 年定居
台湾。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创立五月
画会，推动现代艺术运动，随后倡导“中国
画的现代化”，提出“模仿新的，不能代替
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
的”与“革中峰的命”的鲜明主张。一生创
造了五个时期独特的个人风格。曾任香港中
文大学艺术系主任，两岸多所重点大学及美
术学院的荣誉教授，现任台湾师范大学的讲
座教授，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当代水墨艺术研
究院院长，被誉为现代“水墨之父”。

●●鲁台书画艺术交流活跃

两岸同胞心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仰之
心，探索、研究、创作、延续书画传统，交
流的愿望也从未停止，尤其是两岸的开放和

“三通”为书画艺术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
有台湾学者曾言，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大
陆现代绘画的影响是形成台湾现代美术风格
的重要因素。实际上，纵观台湾书画发展
史，中国传统绘画一直是台湾绘画绕不开的
主线，两岸经贸、文化往来和人员迁徙以及
互动交流伴随台湾书画发展。1980 年以
后，两岸文化交流频繁、深入，台湾书画更
是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其中鲁台的文化交
流扮演了重要角色。

山东社团组织积极开展鲁台交流。山东
博物馆、山东美术馆等文博艺术机构和山东
各级美协、书协等与台湾艺术界联系密切，经
常举办各种展览、交流活动，先后举办了一系
列展览。与此同时，台湾山东籍艺术家也积极
投身两岸交流，山东籍台湾艺术家在躬耕台
湾的同时，也积极推动鲁台书画艺术交流。

大陆艺术品市场活跃，一方面为台湾艺
术家提供了新的舞台，山东是大陆艺术品市
场的重镇，台湾艺术家的作品也不断进入山
东艺术品市场，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也逐步培
养了创作标准。另一方面，台湾艺术的新流
派、新作品、新的研究成果也传入山东，为
山东的书画家开启了一扇独具宝岛风光的
窗。随着《意见》的进一步落实，将为鲁台
艺术界同行施展才华、共创未来提供宽广舞
台，助力台湾艺术人才来山东追梦、逐梦、
圆梦，让两岸同胞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交流中
走近走亲走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台港澳办）

鲁台书画艺术交流对两岸融合发展的影响
魏章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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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澳门特展25日在澳门
大炮台回廊揭幕，现场展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
少年美术作品，吸引各界人士前来欣赏。

连同此前的先行展，特展共展出作品300件，
其中澳门作品约100件。

大展每年有不同立意。今年特展以“艺‘述’
家”为主题，呈现每个人对“家”的情感与记忆。
孩子们借画笔讲述成长、描绘家乡，展览呈现出中
华民族精彩多元的文化。福建土楼夜景、草原上的
蒙古包、澳门妈阁庙……五颜六色的画作不仅传递
美感，更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力。

策展人周樱表示，今年用“艺‘述’家”的概
念，希望“小画家”们用艺术来表达自己对“家”
的理解。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很多
人也有自己的孩子。希望我们共同为他们搭建一个
更美好的明天。”

本次展览由福建省闽台交流协会、台湾中华文
创发展协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由澳门视觉艺术教师
协会执行主办，展览时间为3月25日至30日。

据了解，大展由多家机构和单位联合发起并推
动，自2009年至今已举办15届，今年首次来到澳门。

（郭雨祺）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澳门
特展揭幕

本报讯（记者 修菁）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
总会捐赠文物仪式25日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办。该会从近年来台湾同胞多方收集流失海外的珍
贵文物中精选30件宋金至明清时期彩塑造像，向
国家文物局郑重捐赠。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文化和
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主
席等两岸嘉宾在仪式上致辞并共同为文物揭幕。宋
涛表示，多年来，台湾各界同胞为保护中华文物、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辛努
力，写下了感人篇章。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光彩
夺目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底色、共同的骄傲、
共同的财富、共同的灵魂。两岸同胞要共同把握历
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坚定反“独”促统，团结
奋进，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携手开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台湾嘉宾表示，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物的收集、保护代表着中华文
化的传承。希望这些文物的落叶归根能够为海峡两
岸带来和平、和谐与和合的契机，希望两岸同胞多
互动、多交流、多往来，累积互信与善意，携起手
来共同弘扬振兴中华文化。

中央台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中国佛
教协会有关负责人及台湾嘉宾共约250人出席活动。

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
捐赠文物仪式在京举办

“400多年前，颜思齐用闽南人特有的血性与
智慧，开拓了台湾，也让祖地根脉一路从闽南播衍
到台湾，这些印证着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不
管面临什么状况，我们都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颜氏委员会常务会长颜建春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颜氏先人此长眠，风风雨雨四百年……3月22
日，大陆颜氏宗亲齐聚于厦门开漳堂，与此同时，
台湾台北、台中、高雄、嘉义、彰化等地的颜氏宗
亲也来到台湾嘉义水上乡三界埔颜思齐的墓前，两
岸颜氏宗亲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祭拜“开台王”
颜思齐。

“开台王”颜思齐在海峡两岸民众中享有崇高
地位，400多年前，出生于厦门海沧青礁村的颜思
齐，带领大批闽南移民入台，他们把家乡的语言，
风俗、信仰等带到台湾的同时，也掀起了台湾历史
上最早有组织、有规模的群体开垦活动。颜思齐开
台伟业彪炳千秋，后被尊称为“开台王”。

“颜思齐开台后，颜氏家族在台开枝散叶，如
今台湾有颜氏后裔17万余人，每年两岸颜氏宗亲
都会组织公祭活动。”颜建春介绍，自2011年起，
厦门海沧颜氏宗亲主动推进两岸颜氏交往交流，深
化两岸同根同源共识，连续13年邀请台湾宗亲到
厦、赴台祭拜、线上共祭等形式组织颜氏先祖纪念
活动49场，以此延续两岸祖缘、血缘、亲缘，系
紧两岸情感联结。“这几年由于各方面原因虽影响
了两岸宗亲相互往来，但两岸颜氏后人‘跨越’海
峡共同祭祖却从未中断过。”

“慎终追远，祭拜祖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每年同祭‘开台王颜思齐’是两岸颜氏宗亲的
重要活动。但现在两岸民间交流并不完全顺畅，大
陆各省颜氏宗亲无法到台湾，我们只能通过视频的
方式共同祭拜，我很期待两岸民众能自由往来，让
两岸同胞都能同时参与‘开台王颜思齐’的扫墓祭
典活动促进两岸宗亲血脉交流。”台湾高雄颜氏宗
亲会会长颜久曜说。

两岸的颜氏后人除共同祭祖外，还以保留遗
迹、兴建纪念园等方式，共同敬仰缅怀颜思齐。
2021年，大陆将颜思齐事迹正式写入国家历史教
科书，让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更加清晰深刻，进一
步揭示了中国人最早经营开发台湾的历史事实，再
一次彰显台湾隶属于中国的法理依据，有助于了解
颜思齐开发台湾与郑成功收复台湾之间的历史逻辑
关系，理解“台湾是中国主权与领土不可分割一部
分”的事实。

“颜思齐拓垦宝岛台湾的功绩流芳史册，台湾
民众把颜思齐当作英雄一般崇敬、颂扬，我们为有
这样的先祖而骄傲。他从大陆来到台湾，他的根在
大陆，我们的根也在大陆。我们每年都坚持祭祀和
宣传活动，也是希望后人了解这段两岸同根同源的
历史，不忘中华血脉的传承。”台湾颜氏宗亲代表
颜文贺说。

两岸颜氏宗亲同祭“开台王”
本报记者 照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