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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汉唐 感受华夏力量
——2024 年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陕西汉唐文化研习营侧记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和民族美德
——台湾民众文化参访团到北京新街口街道参访交流侧记

□本报记者 许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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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西安，尽显古韵风华。11 月初，由

台盟中央主办、台盟陕西省委会承办的 2024

年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陕西汉唐文化研习营

在西安举办。这是陕西台盟第八次承办汉唐

文化研习营，这些初来陕西的台湾青年与在

陕西师范大学就读的台湾学生共同祭拜轩辕

黄帝、走进西安国家版本馆、漫步西安城墙、

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通过亲身体会，深

入了解陕西这片古老土地上丰富的历史文化

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感受大陆经济社会的发

展进步。

走访历史古迹 增强文化自信

开营式后，营员们高兴地登上了西安南

门城墙。“登上明城墙，宛如踏入一本悠久的

历史册页，文字与诗意在每一块青砖间交流，

传递着千年文明的情感。参观西安城墙，不

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勾起我对中国历史与

文化的沉思。”陕西师范大学大一台湾学生

蓝彩莹在城墙上说道。

走进慈恩寺，大家在领略大唐雄风的同

时，更是被玄奘法师为了追求理想，经过千辛

万苦，不忘初心，终于取得佛法真经的事迹所

感动；千人千面的兵马俑更是以惊人的细节

展示了大秦将士的威武雄壮和古代工匠的精

湛技艺。

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协会理事长吴宥璇

说：“感觉很多以前在历史课本上念到的东

西，现在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

很感动。兵马俑是我们从小听到大、从小读

到大、从小背到大的，今天有幸可以一睹它的

真容，尤其是一号坑，非常壮观。读万卷书不

如行万里路，在这里能亲身感受到我们中华

文化的源远流长，今后我将带更多年轻人过

来亲身体验，在两岸共同拥有的历史里看到

我们之间血浓于水的感情，促进两岸青年的

心灵融合。”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陵

墓，著名的“昭陵六骏”石雕生动逼真，大量的

壁画和刻刀雕琢的碑石，向人们展示大唐的

辉煌历史。“我这几天沿途拍了非常多的视

频，把自己看到的山川风光、文物历史及个人

感受发在个人账号‘台湾老谢游大陆’上，希

望台湾青年多来大陆交流，深切认识祖国，共

同守护我们的中华文化。”台湾青年创新创业

协会秘书长谢雅卉如是说。

开启寻根之旅 增强文化认同

全体肃立、击鼓鸣钟，营员们行三鞠躬

礼……简短的祭拜仪式对于第一次来到黄

帝陵的陕西师范大学台生朱亚玟来说“新奇

又震撼”。“小时候，我从课本和史书里了解

轩辕黄帝的事迹，而现在‘炎黄子孙’对我来

说，不再是书本上的词汇，而是有了实实在

在的感受。”

当大家进入轩辕庙，经过黄帝手植柏，几

块石碑映入眼帘，其中一块特殊的碑刻——

台湾光复致敬团祭黄帝陵文碑引得营员们驻

足停留。1946 年，台湾“光复”一周年之时，台

湾各界 15 名知名人士自发组成“台湾光复致

敬团”赴大陆拜谒黄帝陵。受制于天气等原

因，致敬团无法按预定日程抵达黄帝陵，只能

在陕西耀县举行遥祭仪式。“60 年后，致敬团

的后人们再次组团拜谒黄帝陵，完成先辈夙

愿，将当年的祭文篆刻立碑，就是大家眼前的

这块台湾光复致敬团祭黄帝陵文碑。”黄帝陵

景区讲解员介绍说。

台籍学生林紘伍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文博专业就读，这段历史和碑文内容

引起了他的兴趣。听完介绍，他立即在网上

搜索了完整碑文内容仔细阅读并现场分享给

大家。“碑文的内容我十分认同，两岸一家亲

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林紘伍说，台湾光复致

敬团祭黄帝陵文碑的历史自己之前并不了

解，等暑假归台后，打算把这段历史讲给亲人

朋友听。

阁藏秦岭，文济华夏。西安国家版本馆，

南依秦岭，北望长安，是按照“藏之名山、传之

后世”的要求建成的大气恢宏的汉唐风格建

筑，征集收藏各类版本近 300 万册（件），每一

件展品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古籍善

本到珍贵手稿，从历史画卷到文物实物，每一

件展品都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展示了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和创造力。置身于这

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中，研习营的成员们无

不被祖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所

震撼。来自台湾高雄的蔡东亦目前是湖北经

济学院统计系教授，他说陕西是一个文化宝

地，应该多推广，让更多人了解，增强文化自

信。“这是一个永远带着悬念的地方，因为永

远看不完，我们一直朝外看，可也应该朝内

看，对不对？我们有太多可以值得骄傲的东

西了。”蔡东亦说。

领略传统民俗 期待“双向奔赴”

研习营的最后一天，大家来到了袁家村，

沉浸式体验了关中地区的民俗文化和乡村生

活，品尝了地道的陕西美食。袁家村独特的

商业模式也让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协会的营员

们眼前一亮，表示将学习借鉴并应用于今后

的生活中。

下午，营员们走进台商企业御品轩，与御

品轩的“乡党”们分享这几日的所见所感，以

及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思考和展望。

御品轩的甜品研发师和总经理助理向大

家讲述了自己从台湾到大陆，从北上广深到

古都西安的心路历程。多年在陕工作，他们

爱上了这里的美食和文化，见证了大陆的快

速发展，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甚至有人遇到

了浪漫的爱情，组建了美满的家庭。他们表

示，两岸同文同种，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

营员们也各抒己见，表达对陕西文化的

热爱和尊重，提出许多富有创意的建议。他

们认为，通过这样的研习营活动，可以增进两

岸青年的相互了解，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几天的参访交流之旅虽很快结束，但两

岸文化交流不会停歇。临近告别之际，交流

营的微信群除了一声声的“感谢”“难忘”，大

家不约而同许下他日再聚之约，期待未来能

有更多类似的交流机会，让两岸同胞相互走

近，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携手追梦，共同推动

两岸融合发展。 （台盟陕西省委会供稿）

据中新社报道 大 陆 高 校 师 生

赴台访问团 11 月 27 日抵达台北，马

英九晚间设宴欢迎，并表示希望大陆

同学此行能欣赏到台湾的美，体验到

台湾民众的热情，也在台湾交到许多

好朋友，“其中一位朋友的名字叫马

英九”。

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邀请，由清

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

邱勇担任团长、7 所高校共 40 名师生

组成的大陆高校师生赴台访问团，进

行为期 9天 8夜的交流参访行程。

师生团成员来自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其中

包括乒乓球世界冠军马龙和东京奥运

会射击冠军杨倩。

2023 年 7 月，马英九文教基金会

首次邀请大陆师生到台湾进行 9 天 8

夜参访。马英九表示，当时除了与台

湾几所大学交流，也到知名景点参访，

引发两岸媒体广泛报道，获得台湾民

众的热烈欢迎和大陆民众的大力支

持，舒缓了两岸紧张的关系。因此他

决定今年再次邀请陆生团访台。他还

邀请大陆学子明年再回来，和他一同

参加泳渡日月潭。

访问团团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

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表示，此

次团中有 30 名青年学生是第一次踏

上宝岛台湾，同学们对与台湾青年的

交流充满期待，对在台湾结交新的朋

友充满期待。

邱勇表示，青年代表希望，青年创

造明天。我们深切期盼，两岸青年能

够有更多的机会相识相知、交往交心，

共同为守护中华文化根脉、深化两岸

融合发展凝聚青春力量。热忱欢迎台

湾青年学生到大陆交流学习，将进一

步扩大交换生规模，丰富夏令营等活

动，为两岸青年学生互学互鉴、双向奔

赴创造更多机会。

马英九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

表示，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都热情地

欢迎大陆师生到访。两岸青年交流是

两岸未来的根基，基金会一定会坚定、

坚持下去，继续推动两岸青年交流。

“北草厂社区居委会服务站共有工作人员 13 人，辖区内有

居民楼 20 栋，常住居民 3868 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居民

1050 人，是社区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服务好老年群体是

我们社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1 月 21 日，北京市西城区新

街口街道负责人向来自台湾基层的参访者作主题分享时说。

这是发生在台湾民众文化参访团一行走进新街口街道开

展文化交流时的一幕。通过交流和参观，参访团团员近距离感

受古都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治理成果。

参访团第一站到达了历代帝王庙，在这里，参访团团员聆

听讲解，认真了解皇家庙宇的历史文化、皇家建筑的形制结构，

领略古代建筑的精妙与宏伟，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有了更

深的理解。在银龄老年公寓，团员们参观了阅读室、活动室等

功能区域和服务设施，详细了解了公寓的居住环境、服务模式

和老人日常生活情况。在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参访团参观了今

年完成升级改造的街道图书馆，体验了听看一体的电子借阅设

备，了解了综合教室等活动空间和课程设置，还开展了以“文墨

传情 京台有约”为主题的共迎乙巳年联欢活动。

57 岁的刘德文是一位台湾社区里长，从 2003 年至今，他凭

一己之力，把 200 多位在台湾去世的老兵骨灰带回大陆安葬。

他也因此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灵魂摆渡人”。

“我认为‘送老兵回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我们尊老敬贤的一种方式。”刘德文告

诉记者，两岸原本是一家人，大家之间应该多来往，特别是台湾

的年轻人要多来大陆学习交流，增进理解。

刘德文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两岸同胞，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人

知晓，他的故事也被作为原型进行电影创作。电影制片人吕旭

也来到活动现场，分享电影《引路人》的创作经历与感受。他表

示，将邀请台湾和大陆的演员共同拍摄这部电影，希望能表达

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感。

“此次交流活动不仅加深了京台两地基层民众的了解和友

谊，更为双方在未来的合作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岸社

区中心主任刘俊华表示，两岸社区中心以“同心筑梦，共促发展”

为主题，接下来将进一步找准两岸基层交流的兴趣点和契合点，

围绕服务两岸民生、增进共同福祉，持续开展交友、交心、交流活

动，推动京台基层交流“一来一往、你来我往、常来常往、一如既

往”的机制化和项目化，使“两岸一家亲”的良好氛围更浓厚。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遗传医学中心台籍博士

生导师、研究员许志宏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两岸医学

领域合作空间大、互补性强。他说：“大陆基础研究实力强劲，

台湾在临床管理和服务方面有丰富经验，未来可相互学习借

鉴，共同为两岸民众带来更好医疗体验。”

“两岸要融合发展，前提是要互相了解。”许志宏认为，在

两岸气氛严峻时，民间交流更显重要。大陆台胞也可成为两

岸融合发展的“结晶”。

出生于 1979 年的许志宏，2006 年在台博士毕业、进入台

湾“中研院”从事基因转录调控研究，此后又前往美国哈佛大

学医学院担任研究员。2018 年，他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担任

博士生导师，成为该院引进的首位台籍高层次人才。

“情怀”和“发展”是许志宏决定“登陆”的两个考虑。他的

祖辈来自闽南，家中至今供奉着祖宗牌位，加之从小对中国历

史和文化感兴趣，他一直想回大陆看看。此外，对于科研工作

者而言，浙江大学有一流的科研平台，近年来吸引了大批在国

际上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优秀科学家加入。“能和他们一起从

事科研，是一大幸事。”

来到浙大，许志宏与其团队致力于环境刺激与表观遗传

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有的还登上国际权威期刊

封面。如今 ，他不仅是浙江省特聘专家 ，也在浙江大学“一

带一路”国际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等多个

院所担任博导研究员，并主持了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科

研项目。

许志宏观察到，近年来大陆整体科研水平在飞速提升。

他说，无论是科研论文数量还是质量，大陆在多种权威学术评

价中均位居世界前列，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榜单列举世界前二十大研究单位，大陆占比过半。

许志宏认为，科技进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十年来持续

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大陆现今已到了逐步产出成果的阶段。

许志宏还提到，在浙大开展科研，除了医学院给予支持，

同事们热络的科研讨论和相互的技术支持都是科研攻坚的重

要力量。“当今的研究工作更需要团队作战。”他已培养出 4 位

博士生。在他看来，大陆学生和科研人员具有大局观，台湾学

生在细节上把控得好，“如果彼此携手，共同致力于一件事情，

将有更强竞争力”。

“登陆”六年，许志宏工作之余也在青年峰会、台胞社团

论坛等两岸交流活动上分享自身经历，促进两岸民众彼此了

解 。 他 表 示 ，沟 通 交 流 是 增 进 彼 此 认 识 的 捷 径 ，在 大 陆 生

活、工作的台胞熟悉两岸情况 ，是天然桥梁 ，广大台胞对此

应有认知和担当。

“我们在台湾出生长大，如今在大陆各行各业工作，其中

所取得的成果、成就，其实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结晶’。”谈及

未来，许志宏期许自己做好两岸交流桥梁，同时在本职工作上

努力争取更高的国际影响力。

浙大台籍研究员许志宏：

两岸医学领域合作空间大 互补性强
□ 陈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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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下午，台湾诗人席慕蓉

在台北家中接到电话，“叶老师的学生

告诉我，老师去世了。”往事一幕幕涌

上心头，席慕蓉的思绪又回到 2002 年

的秋天，78 岁的叶嘉莹来到心心念念

的叶赫水，伫立远眺，说，“这不就是那

首诗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

靡，中心摇摇……”

叶嘉莹出生于 1924 年，自 1954 年

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十余年。当年，

尚未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白先勇是外

文系学生，却常常翘课去抢座位听叶

嘉莹讲课。“我听了整整一年，领略到

古诗词的博大精深。”白先勇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中国古典诗词的殿堂，是

叶先生引我进入的。”

叶嘉莹百岁辞世，白先勇闻讯心

情复杂，为她一生成就感到圆满，也深

感不舍。他依然清楚记得叶先生在课

堂上诵读诗篇、出口成章的风范魅力，

也记得她和学生们一起挤在讲台下听

外文系课程的求知精神，以及与女学

生逛街买衣服的纯真可亲。

“我尊敬她，同时又觉得亲切。”席

慕蓉对记者回忆道，她从一个仰慕者

到与叶嘉莹真正结识，是在 2002 年。

叶嘉莹对席慕蓉说，我也是蒙古族，我

们家是从叶赫水过来的。你如果找到

叶赫水，我们就一起去看。席慕蓉便

立刻托朋友去找，还真找到了。

到吉林省看过叶赫水之后，席慕

蓉与叶嘉莹 2005 年又去了呼伦贝尔，

上了大兴安岭。同为蒙古族，让她们

更为亲近。“我不是你的老师，是你的

朋友。”叶嘉莹这样对席慕蓉说，但席

慕蓉仍敬重地称老师，“叶老师没有刻

意教导我什么，但每次与她交谈，我都

获益良多。”除了见面，二人时常通过

电话联络，大多谈论文学。

席慕蓉透露，她很想写关于蒙古

族英雄的诗，写了几次，叶嘉莹看后都

觉得不够好。席慕蓉急切地对老师

说，“这是我从小时候就一直想写的，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却非写不可。”

叶嘉莹听后说，“那就不一样了，如果

你真的是心里有这个事情，那就去写，

不管写得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好的、都

是有用的、都是对的。”这番话给了席

慕蓉莫大勇气，她终于完成了诗集并

付梓出版。

叶嘉莹的肯定与鼓励，同样让白先勇难忘。2017 年，他

将自己关于《红楼梦》的 100 小时讲课内容集结成《白先勇细

说红楼梦》一书。“出版前我给叶先生看，她写了一篇小序。”白

先勇翻开书页念道：“《红楼梦》是一大奇书，能得白先勇先生

取而说之，是一大奇遇。……此诚为中国文化史上极可欣幸

之事。”他说，“这是极高的评价，我对《红楼梦》的看法打动了

叶先生。我推广昆曲，叶先生也很支持，专门到上海和北京去

看。她希望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白先勇还提到，叶嘉莹的诗教影响广泛，在两岸都有很多

学生，她对于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把两岸

文化界、学术界的人们连结在了一起。

叶嘉莹 94 岁时，白先勇前去贺寿。“叶先生说，我现在 94

岁了，我还要努力做学问。”白先勇笑说，“她这样讲，把我们吓

一跳。94 岁还要努力，那我们怎么办？叶先生有一种精神的

力量，我最怀念的、也最为之感动的，正是她一生推广古诗词

的苦行僧精神，以及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传承锲而不

舍的精神。”他说，“可能我努力地推广昆曲，推广《红楼梦》，也

有意无意受她影响，她是我们的典范。”

“我很羡慕她的境界。”席慕蓉说，叶嘉莹真正地、完全

地发扬了诗教，“说‘成功’有点俗气，叶老师从来没有去追

求所谓的‘成功’，但她完全做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她是成

功的”。

11 月 27 日，第六届海峡两岸食品加工技能大赛在江苏淮

安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来自两岸高校的 21 支队

伍及其选手，现场比拼中式烹饪、糕点制作、营销创意三个项

目技能，旨在促进交流与合作，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

质，弘扬中华美食文化。

图为大学生在海峡两岸食品加工技能大赛糕点制作项目

比赛中。

赵启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