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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台胞陈兰凤写给福建胞弟的 15 封家书由其亲属捐出。前不久，陈兰凤之子范植明循

着信件线索，来到福建省浦城县的舅舅家。他看见橱柜上贴着母亲从台湾随信寄回的照片，感

慨道：“这些信和照片，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母亲的乡愁。”

图图②②：：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收藏的两岸家书两岸家书。。

图图③③：：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两岸家书项目组成员前往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两岸家书项目组成员前往两岸家书当事人家中拜访两岸家书当事人家中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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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首届“一带一路”青

年发展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论坛旨在让香港青年更深入地

了解国家发展战略，助力香港

拓展多元发展空间，为香港青

年发展寻找更广阔的赛道。

港澳青年发展得好，香港、

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

发 展 得 好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

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

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帮助

广 大 青 年 解 决 学 业 、就 业 、创

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

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

新时代，新征程，新机遇。

现在，我们正意气风发迈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深化香港、澳

门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

加密切的交往合作”“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

作用”。把握时代机遇，融入发

展大局，广大港澳青年应当顺

势而为，也必将大有可为。

多渠道交流、多领域交往，

让 港 澳 青 年 深 入 了 解 国 家 发

展，见证国家成就。近期，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双城青

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香港故

宫学生文化大使”等多项青年

计划，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内地与澳门高等教育展”中，

来自内地的 111 所高校和澳门

10 所高校参展，规模为历年之

最。此前，“时代精神耀香江”

活动在香港反响热烈，月壤入

港展览场场爆满，“天地对话”

“大国航天”成为网络热词……

一系列活动，让港澳同胞不断

筑牢国家认同、激发家国情怀。

放眼神州，为港澳青年“量

身打造”的机遇纷至沓来：国家

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

作，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

香港特区政府 2022 年施政报

告宣布恒常化推行“大湾区青

年就业计划”……一系列机遇

背后，是宏观层面的支撑：“十

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支持港澳

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以来，横琴、前海、

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快推进。

聚焦湾区，港澳青年一个个创新创业“梦”正在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近期，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

年企业家评选活动中，102 位青年企业家榜上有名。

据统计，广东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已累计孵

化港澳项目 2394 个，吸纳港澳青年就业 3455 人。前海

深港青年梦工场、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南沙粤港澳

（国际）青年创新工场……港澳青年在大湾区的热土上

挥洒汗水，实现梦想。

广大港澳青年不仅是香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也

是建设国家的新鲜血液。把握时代机遇，港澳青年舞

台十分广阔，前途一片光明。相信港澳青年积极主动

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志存高远，努力拼

搏，一定能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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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州市 92 岁的“台湾女婿”林振

华，最近把珍藏的 73 封两岸家书捐给福建省

档案馆。捐赠现场，林振华说起多年前赴台

探亲，与 46 位亲人欢聚一堂的难忘情景。他

说：“这些信件，每个字都在说‘两岸一家亲’！”

开展“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已列入福建省“十四五”规划。今年 3 月，

福建省政府台港澳事务办、省档案局、省台

联、省档案馆联合发出公告，面向海内外征集

“迁台记忆”档案文献。这意味着，包括两岸

家书在内的涉台文献抢救保护工作提速，“迁

台记忆”资源库更加丰富了。

抢救保护刻不容缓

历史上，多次出现以闽人为主的大规模

移居台湾的高潮，现留存大量的原始文献。

“迁台记忆”档案文献，既包括相关文书、

信件、照片、证件、图书、方志、谱牒、地契、票

据、实物等，也包括回忆录、口述资料等历史

记录。

信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据邮政部门统

计，1988 年 4 月至 1992 年 8 月，两岸仅每日过

往邮件就有约 4 万多件。专家推算，两岸家

书至少达千万件。但这些家书散落于民间，

很容易散佚或损毁，亟待抢救和保护。

福建省人大、政协会议上，不少代表委员

提出建议，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系统

工程来抓。福建省相关部门对此非常重视，

八闽各地积极展开征集工作。

福建省档案馆副巡视员谢云向记者介

绍，2018 年该馆在做台湾光复档案展览时，就

开始收集散落民间的两岸书信。截至今年 10
月，该馆已收到相关文献 577 件，其中部分书

信已于海峡论坛期间在厦门展出，反响热烈。

设在泉州市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正在

探索“广泛征集—专业保护—深度研究—共

享利用”的长效机制。作为国家一级专题博

物 馆 ，该 馆 2019 年 5 月 就 发 起 征 集 两 岸 家

书。目前，该馆两岸家书藏量增至 2800 多

件，已整理出“书信背后的故事”数十个，正筹

办“雁字回时”两岸家书展览。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文化

渊源，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理与情感的最佳营

养素。”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江尔雄表

示，密切联系台胞台属的各地台联会，是征集

工作的主力，目前福建省台联系统已征集家

书等涉台档案文献 5000 余件。

此外，厦门市还推动建设思明区、海沧区

“迁台记忆”馆，市教育部门把两岸家书等文

献的展示场所列入研学项目，融入学生的文

化活动。

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涂志伟，是

《台湾涉漳旧地名与聚落开发》《台湾族谱续

编》等专著的作者。他多次赴台，跑遍闽台

各 市 县 进 行 田 野 调 查 。 10 年 前 ，他 就 开 始

收集、研究两岸信件，指导东山县档案部门

征集“台批”（“批”指信件）380 多封，并进行

深入解读、阐述。“纸质家书越来越少，文化

价值却更高，当今两岸家书仍‘抵万金’。”他

对记者说。

今年 5 月，一本不寻常的手抄本，被捐赠

给福建省档案馆。100 多年前，闽南秀才徐

步赴台，寄回了 20 多封书信，其子把信中诗

文全部抄录，共 60 页。2012 年，徐步在台后

人徐英一携 13 位亲人来到漳州市南靖县雁

塔村认亲，“信物”正是这本手抄本。

不必像当年翘首以盼一封家书，如今，两

岸徐氏族亲通过便捷的电子邮件保持联系。

今年 5 月，在闽的徐步后人徐志雄给台湾叔

叔徐肇宏发去一封电邮：“阿宏叔，省台联等

向我们家族征集这本百年书信诗文手抄本。

您和台湾家人商议下，如此可否？”

很快，徐肇宏发来回信：“如此珍贵的手

抄本，需要妥善的保存方法与环境。有关部

门重视保存我们血脉相认的证据，让我们的

传家宝有了永久的归宿。”

一封家书情牵两岸

一封封家书，述说着一段段感人的两岸

故事。

闽台缘博物馆内，工作人员除尘、杀菌、

编号、采集图像，两岸家书原件保存在恒温恒

湿的库房，一部分则轮换陈列在展柜里。“爸

爸，您明年一定要回来和家人共度春节”“春

节在即，您是否考虑回大陆，外甥在家恭候，

并翘首相望”……泛黄的纸片穿越历史风云，

仍传递出温热的亲情。

民间书信贵在真切。漳州市南靖县一

户土楼人家，发现了一封清道光年间迁台移

民寄回来的批信原件。上面记载迁台者在

台购置田产，托人管理，受托人将租谷银寄

回 给 南 靖 亲 人 等 事 项 。 信 封 上 有 10 个 印

章，说明这是通过“水客”（贩运货物的行商）

递送的“台批”。

涂志伟研究发现，即使在上世纪两岸隔

绝的 38 年里，闽台批信也没有断过，都是通

过第三地递送。“台批”隐藏在“侨批”中，常是

大信封套着小信封，先从台湾寄给海外侨胞，

更换信封后再转寄家乡。

在艰难的通信中，就有一封长达 42 年才

送达的“台批”。1976 年 5 月，台胞颜罗国病

重，他托同乡好友沈先生把一封家书、存折和

戒指转交大陆亲人。沈先生没能回乡，去世

前把此事委托给了另一位台胞，此人却因身

体原因无法回大陆。转来转去，信物交到了

台胞沈景色手上，沈景色多次回大陆寻找未

果，原来，颜罗国之子已改名。1988 年，福建

省东山县邮政收到澎湖寄来的实寄封，辗转

多处无法递送，只好原件退回。2018 年 4 月，

沈景色的亲属回乡祭祖，东山县台办接到求

助电话，经一番努力，信物终于送达。

新的通信故事仍在两岸发生着。

今年初，闽台缘博物馆馆长陈伟平收到

一个“跨海之托”，台湾博物馆前馆长施明发

来信说，彰化县元中村的梁氏家族正在重修

族谱，急需与世系表上所载祖籍地“福建省

泉州府南安县”的族谱对接。经过多方查找

台湾梁氏的几个支派，失去联系 240 多年的

两岸梁氏族亲重新接续上了！施明发与梁

氏族人都表示，能够追本溯源，感觉“如获珍

宝”，他们把新修的《梁氏族谱》寄给陈伟平

表示感谢。

血脉亲情割舍不断

收集来的两岸家书，文献价值很高。

福建省档案馆编研开发处副处长吴永宁

告诉记者，迁台档案原来只有官方的，有了这

些信件、证书、结婚证、回忆录等，丰富了馆藏

种类，增加了个体的、具象的、有细节的文献，

从百姓角度反映历史变迁。

她举例，台湾光复至 1949 年的迁台人群

中，福建籍最多，各行业人员达 6000 多人。

新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此时期的赴台者大都

是年轻人。

涂志伟说：“闽南人写信就叫写‘批’，闽

台批信有些用来沟通信息，有些则是银信合

一的往来凭证。不仅是迁台亲人寄钱回来，

家乡人也汇钱到台湾以支持亲人发展。这些

信件、现金、银票，反映了闽台之间密切的经

济关系。”

涂志伟介绍，两岸家书通过无数真实的

民间故事，勾勒出迁台历史的流变脉动。闽

台同胞乡族、乡音、乡戏、乡俗、乡味、乡情的

共融，构成了心灵契合的心理基础和情感基

础。今天保护、开发这些见证闽台关系的文

献，有助于今人尤其是台湾年轻人，感受两岸

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从而推动更多的互动

与交流。

多年潜心投入两岸家书项目的闽台缘博

物馆副馆长沈文锋对记者说，作为民间资料

和家庭文献，家书具有民间性、真实性、充满

情感的特点，可以让我们直观了解两岸同胞

的日常生活状况和心境，尤其是特定历史时

期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情感和认知。

“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沈

文锋认为，两岸家书是以情促融的生动体现，

在新时代加强收集保护、活化运用，解悟其时

代意义，讲好两岸故事，有利于促进两岸同胞

的心灵契合。

福建面向海内外征集“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家书连血脉 两岸一家亲
本报记者 连锦添

从陕西省西安市出发，驱车一路向南，穿

过秦岭，3 个多小时就来到“秦巴山区腹地的

明珠”——安康市。

“一路都是绿色，非常养眼，这反映出中

国的生态越来越好了。”前段时间，穿过令人

惊叹的陕西省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看着道

路两旁的景色，埃及《中国周报》副社长朱新

娥由衷赞叹。

朱新娥参加的是由中国侨联指导、陕西

省侨联主办的“追梦中华·探寻祖脉”2022 海

外华文媒体陕西采访行。来自美国、德国、加

拿大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媒体，走

进西安、安康等地，就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乡

村振兴等主题进行采访。他们通过海外华文

媒体的独特视角，向海内外读者介绍陕西发

展成就，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

秦巴巍峨，汉江蜿蜒。安康北依秦岭、南

靠巴山，汉江穿城而过，使这里既有北方的壮

美，也有南方的秀丽。采访团一行来到安康

市平利县蒋家坪村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

区。放眼望去，一片片茶林层层叠叠，满目绿

色。因茶致富、因茶兴业。如今，蒋家坪村茶

园面积已达 2750 亩，茶旅融合带动全村走上

致富路……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正在这绿水

青山间徐徐展开。

“安康山清水秀、宜业宜居，尤其是茶乡

风 情 独 具 特 色 ，令 我 印 象 非 常 深 刻 。”美 国

《华盛顿中文邮报》董事长倪涛采访得认真、

记录得仔细，他说：“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茶产业。平利县就有茶园 25 万亩，年产茶

1.65 万吨，年产值 18 亿元，带动了农民脱贫

致富，实实在在体现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

不负人’。”

小毛绒玩具，也能做成大产业。在安康毛

绒玩具文创产业五大中心，造型可爱、五花八

门的毛绒玩具吸引了采访团成员们的注意。

激光裁切、手工缝制、充绒填实、检验包装、封

装入仓，最终漂洋过海，运往国外市场……采

访团成员们在生产一线，实地采访毛绒玩具生

产助力群众就业增收。“我们采访了解到，安康

市培育了 700 多家毛绒玩具企业，日产玩具 80
万只，2021 年实现产值 35.05 亿元，这是非常可

观的经济效益，不但能解决一大批群众的就业

问题，也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带来新动力。”马来

西亚海内外杂志社社长续炳义说。

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感受唐代宫城

建筑群的恢弘大气；走进沉浸式唐风市井生

活街区“长安十二时辰”，体验文旅商融合场

景；穿行在易俗社文化街区，感受古老秦腔艺

术的独特魅力……西安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

城，采访团成员们切身感受到了厚重的历史

文化积淀。“在西安的这几天，仿佛沉浸在千

年历史长河，西安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我们

印象深刻。尤其让我感慨的是，西安还擅长

用现代方式演绎历史、传播传统文化，让人喜

闻乐见。”爱尔兰华人报副社长周瑞琮表示，

将发挥一个海外华文媒体人的优势，向海内

外宣传推介西安。

“我曾到过陕西多次，这次又有许多新收

获。”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执行社长张春梅

表示，陕西的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这几年发

展建设也有很多新亮点。作为华文媒体，我

们会介绍陕西的风土人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希望吸引更多海外侨胞侨商到陕西观光

旅游、投资兴业。

“追梦中华·探寻祖脉”2022海外华文媒体陕西采访行——

向世界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程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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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纪念日。回归祖国以

来，澳门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入世界前列，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稳步落地，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特别是“美食之都”享誉世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

服务平台建设成果丰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

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扎实推进……澳门实现了“小而

富”“小而劲”“小而康”“小而美”，唱出了精彩的大戏。与

此同时，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双层式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政

策，让澳门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

“国家好，澳门就好”，是澳门社会的共识。祖国始终

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

澳门长远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新空间、创造了新机

遇，澳门各界正抓住机遇、乘势而为，充分用好一系列惠澳

政策措施，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拓展发展空间、培育发

展新动能。

灼灼莲花生光辉。澳门的命运始终与祖国内地紧密

相连。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系统阐述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科学擘画“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宏伟蓝

图。如今，澳门各界正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相信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澳门同胞必将与全国人民一道，共担复兴重任，共享伟大

荣光。

灼灼莲花生光辉
溪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