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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赴、心 安、振 兴
——三代台胞的“登陆”故事

邓倩倩 吴剑锋 陈 旺 岳夕彤

行 摄 香 江行 摄 香 江

两岸开放交流30多年来，从寻根探亲到经贸
合作，乃至各行各业互融互通，一批批台胞相继
来到大陆，涓涓细流汇成了浩浩江河，书写着属
于每一代人的“登陆”故事。

两岸潮生：看见一代人的“奔赴”

上世纪90年代初，蒋佩琪第一次跟随年过半
百的父亲蒋启弼来到大陆，跋山涉水抵达福建连
江县贵安村，当时这里一片滩涂。不曾想，这块
地会成为父女俩接力打造的千亩高尔夫球场。

当年球场刚建起来的时候，这里是周边唯一
一家企业，吸纳当地居民就业，如今依然有100
多名村民在球场工作。蒋佩琪也继承了父亲的遗
愿，继续深耕乡土。

两岸开放探亲、经贸之初，一大批台胞奔赴
大陆，他们既是寻根也是兴业，掀起一股台商

“登陆”的投资潮。
大陆对台胞敞开了大门。“那时候台湾土地

难求、人工难招，而祖国大陆招商引资力度很
大，当时我就相信大陆一定会发展起来。”在大
陆设立第一个台资纺织厂的陈建男也是“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

当年，他为设厂奔波多地，最后是这片离台
湾最近的土地留住了他。陈建男说，一晃30多年
过去了，事实证明当时的选择没有错。首批台商
的成功经验也让更多台胞接踵而至。

落地生根：得到一份“心安”

“迄今的人生里，22 年在台湾，25 年在大
陆。”高嘉骏说，大陆见证了他成长中最重要的阶
段，从求学到就业，心安的是“我从不是外人”。

22岁那年，原本打算去英国攻读法律的他，
因为一句话选择到大陆学习中医——“在大陆，
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1996年，高嘉骏入学福建中医学院。5年之
后，高嘉骏顺利毕业并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攻
读硕士。又过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博士毕业。

当面临就业选择时，他发现，彼时台湾并不
承认大陆高校学历，而大陆很多单位还没有聘用
台胞的先例。两难之际，大陆再度为台胞排忧解
难。

2009年5月，国务院通过支持福建加快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意见，鼓励福建省在对台交流合
作方面先行先试。高嘉骏成为第一个被大陆事业

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聘用的台湾人。
“我更加深刻地觉得自己就是祖国的孩子。”

高嘉骏说，与其他同事一样，他有公积金本子可
以取钱，有社保卡可以看病。接着，他买了房、
购了车，娶了曾经同校求学的台湾女孩。

“有家，有事业，整个人就会沉浸在这个地
方，慢慢享受着祖国富强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高嘉骏说，他看好未来在大陆发展的潜力。

两岸融合发展方兴未艾，大陆正逐步落实
台胞同等待遇。第一本面向台胞的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颁发、第一枚颁给台胞的五四青年奖章
诞生……无数历史瞬间记录着台胞的欣喜时刻。

同频共振：赴一场“青村”之约

“少年行万里，心中是故乡。青年梦，振家
乡……”这是台湾青年写给大陆乡村的一首
歌。近年来，大陆的乡村振兴吸引来了不少台
湾青年。

来自台湾的吴炳璋和赖淑珍就是为乡村振兴
一拍即合的合伙人。在厦门集美城内村，他们联
手打造“今夜不打烊”“青青之约”等栏目，

2021年4月发布第一条视频以来，视频内容包括
乡村美食、历史、村歌以及风俗人情。

“我们的初衷就是集合大陆与台湾青年的力
量，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让每个村都能‘出
道’。”吴炳璋说，这里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会
把经验带给更多的乡村。

这些“80后”“90后”回归乡村，成了“新
村民”，和阿嬷一起做闽南传统小吃红龟粿，和
老乡用闽南话攀谈。文创IP、摄影展、古厝改造
计划……许多活动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赖淑珍说，在大陆发展要学会读懂政策带来
的机遇，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的打造，就
是两岸青年合作的大平台，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
新舞台。

截至目前，福建省已累计引入100多支台湾
建筑师和文创团队、300 多名台湾乡建乡创人
才，覆盖220多个村庄。各具特色的大陆新农村
成为两岸青年的“代表作”。

几十年来，台胞在大陆发展规划中不断找到
发展方向，新媒体、直播经济、人工智能、新能
源……台胞“登陆”的故事“未完待续”。

（新华社厦门电）

“一笑渡关山，孤剑在腰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
波澜现”“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提起邓
伟雄这个名字，年轻一辈也许不太熟悉。但由他填词创
作的香港流行歌曲却几乎无人不晓：1979 年版 《绝代双
骄》 同名主题曲、1983 年版 《射雕英雄传》 主题曲 《铁
血丹心》、由汪明荃演唱的 《万水千山总是情》《京华
春梦》……

作为香港第一代电视人、知名填词人，邓伟雄参与
成就了香港电视的黄金二十年。上世纪 70 年代起，一系
列经他改编的古装武侠剧被搬上荧幕。每逢热门剧集播
出大结局的当晚，香港街头人迹稀疏，饭店也提早打
烊。而从电视剧制作人转为主题曲填词人，他直言是

“无心插柳、因势而成”。
1979年初，香港无线电视 （TVB） 改编古龙的武侠小

说《圆月弯刀》进行拍摄。但电视剧拍摄完成时，却独缺
主题曲歌词。“监制说找不到人写，只能由我来，并且第
二天就得交稿。”硬着头皮上阵，邓伟雄写出第一首作品

《春雨弯刀》，并拿着初稿请知名词曲家黄霑过目。“他阅
毕抬头问：‘这真是你第一次写歌词吗？还可以嘛！’于是
我趁机向他请教填词诀窍，并得到他的详细指点。”邓伟
雄回忆道。

自此，邓伟雄便开始歌词创作，约10年间写就300余
首作品。因自己的编剧身份，邓伟雄所填多为武侠题材的
影视作品主题曲，创作上的合作伙伴包括资深音乐人顾嘉
辉、黎小田等。上世纪80年代正值港产片、粤语歌的鼎盛
时期，人们“见字成曲”、口口传唱，邓伟雄的曲词也因此
红遍大江南北，风靡海内外。

如何评价自己的填词生涯？邓伟雄思索片刻，笑说：
“一言以蔽之，‘情尚真’。”

从“风声里都找到爱”的儿女情，到“射雕引弓、塞
外奔驰”的家国情，邓伟雄以精致而不失大气的词工，写
尽江湖无数恩恩怨怨与颦颦笑笑。曾有业内人士评价其歌
词“时而如涓涓细流，时而如虎啸龙吟，将中国诗词古典
美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岁月悠然，时隔40载，深爱中国书画艺术的邓伟雄回
顾当年所作歌词，以笔墨丹青寄托往日心境，绘就一幅幅
缥缈灵动而气势非凡的水墨画作。前不久，这些画作与60
首邓氏填词作品集结出版为《万水千山总是情——邓伟雄
曲词选集》，书中词情画意，交相辉映，令人回味不已：以
成片湿墨晕染为远景，辅以线条鲜明的近岸草木，道出一
声“当一切若浮云，只有情永在”；浓墨色块层层叠加，亮

色墨笔勾出英雄孤影，“万山不会阻去向”的心境跃然纸
上；丘壑纵横，流水潺潺，一叶扁舟面向开阔前路，便正
是“哪惧千里路遥遥”……

“中文写作是我的天赋，中国书画艺术则是我毕生兴趣
所在。”提起创作初衷，邓伟雄坦率表示，自己出版的画作
将二者结合，希望以这样的文学形式，令大家看到自己最
真实的一面。

电视人、填词人，抑或是书法家、画家，无论身份如
何变换叠加，邓伟雄对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有着难以割舍的
情怀，这始终是他汲取创作灵感的源泉。

本报北京电 据中新社报道，“相约北
京·燃情冬奥”2022 年两岸大学生“冰雪嘉
年华”之冰上体验活动日前在北京大学举
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
大学等高校近 20 位在京台湾学生相聚未名
湖冰面，体验了拉雪圈、赛冰车、室外冰
壶、滑冰等趣味项目。

时下北京已进入深冬，零下的气温和阵
阵寒风不减台生们的热情。

“刷冰可以减少冰面摩擦，帮助冰壶改变
运动方向。”体验室外冰壶时，北京大学体育
教研部教师、台青陈文成为台生讲解投壶及
刷冰技巧，台生们听得认真，投出冰壶后笑
着表示“力道很难控制”。

滑冰体验中，一些首次接触这项运动的
台生踩上冰鞋后不能“独立行走”，需要在同
伴的搀扶下缓步前行；有的台生则动作协
调，可以做出旋转动作，滑行中速度快到冰
刀划过冰面时会带起细碎的冰花。

“今天的体验很棒！刚上手时还有些生
疏，跟小伙伴们一起练习后慢慢找回了感
觉。”北京大学台生林卉妤就是一位“熟练
者”，她说，在台湾较少有机会在天然场地
滑冰，大部分处于室内，今天能站在学校
的湖面上滑一场，有别样的感受。

由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和北京大学体
育教研部联合主办的两岸大学生“冰雪嘉年
华”系列活动，于去年12月16日启动，至今
已开展数场体验活动。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观察
到，台湾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
受访时表示，这些活动不仅能让台生感受
冰雪的魅力，还能结交朋友，弘扬体育精
神，“这都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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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台生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合影。
中新社记者 朱 贺摄

香港知名填词人邓伟雄：

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灵感
本报记者 陈 然

香港知名填词人邓伟雄：

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灵感
本报记者 陈 然

图为邓伟雄在创作水墨画作。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物志

农历新年将近，香港深水埗街头节日气氛浓郁，不少商户摆放虎年贺年装饰，吸引市
民提前购买，装饰家居，迎接新春。

图为市民在挑选贺年装饰。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2021年1月，在上海台青迎新联谊晚会现场，台青手举福字与台中会场的亲友们互道祝福。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