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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自台湾的 46 岁的‘圆满大叔’
（微信名），大家喜欢叫我康康，今年 1 月刚
搬进晋安区岳峰镇桂溪社区台胞公寓。”春
节期间，在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举办的“龙
腾贺新春 两岸庆团圆”两岸家庭融合活动
上，台胞康永明幽默俏皮的一番介绍赢得
场下阵阵掌声。

黄焖香油虾、淡糟鳗鱼片、福州荔枝
肉、鱼丸肉燕汤，装着烧仙草、珍珠圆子的
奶茶……康永明在福州吃了一顿别样的年
夜饭。他和 30 名台胞家庭代表与大陆居民
一边品尝美食、参与抽奖和游戏，一边聊着
关于福州和台湾的趣事，不亦乐乎。

康永明是台湾新竹市香山高中的英式
橄榄球队教练，不久前“裸辞”来到福州创
业。康永明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过年时走
出台湾到大陆来，走访了三坊七巷、上下
杭、烟台山等历史文化街区，感受这里独特
的人文、历史、地理。”

小时候，康永明常常听父亲说康家的
“根”在福建，这份血脉相连的故乡情深深
埋进了他的心里。多年来，他一直很想回福
建，看一看家乡的风景，尝一尝家乡的美
食，见一见家乡的亲人。

机 缘 巧 合 ，康 永 明 结 识 了 福 州 市 橄
榄 球 协 会 会 长 吴 露 生 ，在 他 的 热 情 邀 约
下才有了这次的福州之行。“之前都是在
微 信 上 跟 吴 会 长 联 系 ，这 次 来 总 算 是 见
到 本 尊 了 ，也 算 是‘ 网 友 ’见 面 了 。”康 永
明笑谈，两人虽是首次线下相会，却像老
朋友一样。

“一来福州，吴会长就邀请我去参观福
州市橄榄球协会，也多次观摩福州队员们
的训练，他们身上的那股热情和干劲是我
很欣赏认同的，我也想凭借自身 20 年的执
教经验为福州的橄榄球事业尽一份力。”康
永明说，橄榄球作为一项小众运动，在台湾
已有 60 年的发展历史，而在福州仍鲜为人
知，想要普及、推广这项运动需要专业技术

的支撑和众多骨干力量的加入。
2023 年，康永明毅然决然辞掉了台湾

教师一职，怀揣着创业梦着手办理定居福
州的相关事宜。许多人都不理解，还剩下 5
年就可以安稳退休，为什么要放弃高薪职
位选择到大陆重新开始？

“我的初衷是想让孩子多看看外面的
世界。”康永明说，“当然也想圆我的创业

梦！而橄榄球运动作为陪伴我一生的运动，
创业方向也希望与橄榄球有关。在看过福
州橄榄球队的发展情况以后，更坚定了我
留在福州的想法。我觉得这里需要我，跟大
陆的朋友一起推广橄榄球，让更多人知道、
了解、走进橄榄球，并打造一支强队，这不
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更是实现自我价值
的过程。于是与太太商量过后，决定带孩子
到大陆来一起生活创业。”

康永明表示，定居福州并不是出于冲
动，除了受到福州橄榄球人的热情邀约外，
还有福建的利好政策让他很是心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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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同年 12 月，福建
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实施意见》出台，
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措施持续叠加，吸引
着越来越多台胞来闽创业发展。

“我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办好了台湾居
民居住证！还申请了台胞公寓的过渡性住
房，可以享受 3 个月的免费住宿。”康永明
说，这样的措施很好地满足了来榕台胞过
渡性、阶段性基本住房需求。康永明坦言，
把一切安顿好后，计划在今年 7月份孩子学
期结束时把家人从台湾接到福州一起工
作、学习、生活。

得 知 康 永 明 的 祖 籍 在 厦 门 以 后 ，在
两 岸 友 人 的 协 助 下 ，康 永 明 于 春 节 前 夕
踏 上 了 寻 根 谒 祖 之 旅 ，终 于 找 到 了 位 于
厦门同安洪前箱山的家族宗祠。他说，此
次踏上祖辈生活过的土地，心之相系、情
之交融的团聚，既替 82 岁的父亲圆了“归
乡 梦 ”，也 圆 了 早 就 植 根 于 他 心 中 的“ 寻
根”心愿。

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
——记在福州创业的台湾橄榄球教练康永明

□本报记者 肖榕 通讯员 陈歆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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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电 15日晚，台湾著名作
家白先勇携手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共同打造
的青春版《牡丹亭》，在高雄市凤山区卫武
营艺术文化中心拉开20周年庆演大幕。

“昆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青春
版《牡丹亭》上演 20年、近 500场，远远超出
想象，我非常感动。”作为青春版《牡丹亭》
总制作人，白先勇日前在高雄受访时说。

此次是青春版《牡丹亭》首次在高雄
演出。原班人马将在高雄一连 3天演出“梦
中情”“人鬼情”“人间情”全本，歌颂青春、
爱情与生命。柳梦梅、杜丽娘甫一出场，观
众就报以热烈掌声。随着剧情发展，观众
们的心也随之起落。

“很惊艳！在台湾很少见到这样的戏
剧表演形式。我好像穿越到古时候，去看
一出很棒的戏。这是讲述青春、爱情的故
事，我也跟着杜丽娘的情绪起伏，产生共
鸣。”中场休息时，初次观看昆曲的高雄观
众戴宛宣仍很激动。她说，青春版《牡丹
亭》每一个画面都非常漂亮，就像画一样。

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徐少楠正在台湾
政治大学做交换生。她告诉记者，相较其
他版本，青春版《牡丹亭》非常典雅，给人
一种静好的感觉，带来美的愉悦感。

《牡丹亭》为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经典作
品，描写了大家闺秀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
一段跨越生死的爱恋。2003年，白先勇同江

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及戏
曲界精英联手创作青春版《牡丹亭》，以传
统为根基，遵循只删不改的原则，同时加入
新时代的审美与现代剧场的概念。大陆昆
曲名家汪世瑜、张继青担任艺术指导，昆曲
演员俞玖林、沈丰英分饰柳梦梅、杜丽娘。

历时一年规划、制作、排演，青春版
《牡丹亭》2004 年 4 月在台北首演即获满
堂彩。3 本大戏 6 场演出，场场爆满。彼时，
有台北观众红着眼眶步出剧场，不少“昆
曲迷”在绕梁余音中，细细回味何为“情不
知所起，一往而深”。

“当时我们是在抢救一种衰落的文化。
现在可以讲，青春版《牡丹亭》启动了昆曲复

兴运动，一出戏点燃了一个火种。”白先勇认
为，让一个600多年历史的剧种在21世纪的
舞台上重放光芒，青春版《牡丹亭》是一块试
金石。“我们有那么灿烂的文化，要想办法把
传统和现代连接起来，那会不得了。”

牡丹花开二十载，正青春、正绽放。此
次来台巡演，青春版《牡丹亭》一如首演时
那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台湾报章、电
视、网站纷纷以“经典再现”“重逢青春”

“20周年再出发”等为题，报道此次庆演。
“首演好像就在昨天。”当年 20多岁的

俞玖林，如今褪去青涩，尽显成熟。在他看
来，600 多年历史的昆曲和 400 多年的《牡
丹亭》依然青春。“只要心里对‘美’有一份
期许，不断充实新的养分，‘青春’就可以
永恒。”他说。

初次和白先勇见面时，俞玖林曾获赠
一本书，内页上写着对一位年轻昆曲演员
的殷殷期许，希望他对昆曲能有一种历史
使命感。俞玖林回忆说：“当时年纪小，还
不能体悟。但通过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现
在愈发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担子，也真正知
道何为‘薪火相传’。”

他说：“很多人都曾想这出戏什么时
候会结束，但我一直有一种感觉，青春版

《牡丹亭》开始了就不会画句号，会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

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祈日前在《中国
时报》撰文表示，一定要回头再品味20年前
的青春版《牡丹亭》，那是我们青春的启蒙。

自 2004年首演至今，青春版《牡丹亭》
已在海峡两岸及海外演出近 500 场，吸引
80 万人次观众。此次 20 周年庆演在台除
高雄外，还将先后在新竹、台北登场，第
500场预计在北京上演。

姹紫嫣红二十载 青春版《牡丹亭》正青春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近日举办
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活动启动仪式，公布工作计划和重点活动。该
办公室将于今年 4月成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 2023 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弘
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专责策划及举办推广中华文化和历史的活动。

启动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
致辞表示，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肩负重要使命，通过利用康文署内
部与中华文化和历史相关的丰富资源，策划多元化节目，弘扬中华
文化，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兴趣。同时它也会联同社
会上不同群体，宣扬中华文化，推广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市民的国
民认同及文化自信。

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的主题标志也在活动上公布，是一个由
红色立柱和绿色斗拱结构两种元素构成的“華”字。“斗拱是中国传
统建筑独有的结构，以此为设计元素，标志着特区政府弘扬中华文
化的使命。”刘震说。

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伍志和介绍未来工作重点时表示，弘
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成立后，每年将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专
题展览，以及超过 50 项推广中华文化和历史的活动，预计每年将
有超 70万人次参加。

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首个活动将于 4 月至 7 月在香港历史博
物馆举办，展题为“天地之中——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

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
将于4月成立

本报讯（记者 庄严） 近日，省民族宗教厅在福州专题召开海
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基地工作座谈会，围绕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总结近年工作、部署新年任务。

会议指出，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基地要紧抓党中央、
国务院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重大机遇，发挥各自对台特色优势，积极探索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两岸民族乡村共同富裕、促进两岸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实现两岸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路径，助力建好中华
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窗口。

会议强调，各基地要聚焦主业发挥优势，针对台湾少数民族群
体开展结对联谊，围绕共同家园、共同富裕、共同进步，扎实开展深
入细致、常态长效的系列活动，不断深化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

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基地
工作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吴洪） 近日，以“两岸融合 晋创未来”为主题
的闽台技能人才交流活动在福州市晋安区举行。

活动现场，晋安区人社局解读了相关政策措施，希望发挥政策优
势，助力台胞来福州就业创业。随后，11名台湾美容美发技术人才代
表获发高级证书与技师证书，分享来榕感受及创业心得等。两岸技能
人才代表还就技能提升、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

闽台技能人才分享创业心得

近日，世界保生大帝庙宇联合总会长、台湾台南学甲慈济宫董
事长王文宗一行 18 人，来到泉州参加泉郡麒麟山慈济宫庆典活
动。300多名两岸信众参加祭典、赠匾仪式，为两岸和平祈福。

本报通讯员 徐东升 记者 陈梦婕 摄

14日，青春版《牡丹亭》部分主创人员在记者会上合影留念。
新华社 发

14 日，出演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员在高雄市凤山区卫武营艺
术文化中心彩排。 新华社 发

康永明（后排左二）和福州市橄榄球协会的队员们在一起。

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近日，两岸家书文化创新座谈会在闽
南师范大学举办。活动旨在广泛听取高校、文化艺术机构、影视界
和台胞对两岸家书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加强两岸家书的研究。

本次座谈会由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福建省闽南研究会、闽南师
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与会人士认为，两岸家书承载着
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情感，是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见证，是“两
岸一家亲”的有力证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当
深刻认识和充分发挥两岸家书在新时代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合理
地转化两岸家书的研究成果，以增进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归属
感，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长期以来重视两岸家书征集与研究工作，
积极联络台湾各界人士、姓氏宗亲会、同乡会、学术社团等开展两
岸家书的征集，全面抢救散落在两岸民间的珍贵家书。截至目前，
馆藏的两岸家书有 2189 件/套（实际数量 3510 件），时间跨度为
1913 年至 2023 年，涵盖 28 个省市（含台港澳地区），所涉人物身份
有台湾老兵、在台乡贤、普通民众等，内容包括思乡怀人、生离死
别、家乡建设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不同群体在两岸往来过程中留
下的珍贵历史文化印记。

专家学者研讨两岸家书文化创新

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
统计显示，今年 2 月，全台共出生 9663 人、
死亡 17462 人。自 2021 年 1 月以来，台湾社
会连续 38个月“生不如死”。另据台当局“发
展委员会”预估，2025 年台湾妇女生育率

（即平均每位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子女数）
仅 0.95人。

记者走访发现，薪资、房价、工作环境、
育儿成本……种种问题，无不成为压在岛
内民众尤其是女性肩头的重担，导致不婚、
晚婚、不生等现象逐渐蔓延，台湾少子化困
局愈加难解。

“不强求结婚，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
很好。”在台北大稻埕从事零售业的陈小姐告
诉记者，她今年 30岁，但完全不着急结束单
身状态，未来就算结婚，可能也不会生小孩，

“因为希望花时间和金钱做自己想做的事”。
从事文创行业的台北市民吕小姐坦

言，从没想过结婚生子，身边的朋友也大多
不想结婚。她说，其中大部分人是出于经济

考量。
统计显示，2013 年台湾女性有偶率为

50.64%，2023 年降至 48.37%，是有统计以来
最低。从年龄来看，10 年间，25 岁至 29 岁女
性结婚比例从 23.76%降至 17.72%；30 岁至
34 岁 女 性 结 婚 比 例 则 从 52.63% 降 至
41.41%。

由此，晚婚、不婚对生育率的影响日渐
凸显。统计显示，2022 年台湾妇女生育平均
年龄为 32.42岁，其中 35岁以上高龄产妇超
过三成。岛内知名生殖医学专家李茂盛认
为，大龄妇女在备孕过程中，难孕、不孕的
因素多且复杂，成功率也低很多。

“鼓励早婚是鼓励生育的要件之一。让
年轻人愿意早婚，再配合生育补助，台湾的
人口出生率才能冲上去。”李茂盛说。

然而，对“双薪”家庭来说，即使已经
步入婚姻，能否从容迎接“爱的结晶”仍是
考验。

在便利店工作的林先生告诉记者，他

们夫妻都是工薪族，担心生了小孩没时间
陪伴。如果其中一人辞职在家照顾小孩，经
济收入又会骤减一半，加上高昂的育儿成
本，不敢想象要如何支撑。

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智聪撰
文指出，2022 年台湾人均年总工时为 2008
小时，在全球 39个主要经济体中居第六位。
高工时的背后就是家庭时间受到压缩，自
然而然影响生育意愿。

记者走访发现，台海局势变化对岛内
年轻人的婚育观也有所影响。“我不排斥结
婚，对于小朋友也顺其自然。”30 岁的桃园
市民陈小姐正处热恋，她说，有一个属于两
人的小生命很神奇，但目前并不稳定的政
治和经济环境让她有些顾虑。

面对少子化困境，台湾各地纷纷推出
生育奖励金“抢救”生育率。以台北市为例，
第一胎可领 4 万元（新台币，下同），第二胎
4.5万元，第三胎以上则有 5万元。

为拼生育，各县市也竞相加码“撒钱”，

但收效甚微。台南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
马群杰认为，目前的生育政策偏向短期补
助，对年轻人帮助有限。

“仅凭生育奖励金，不足以让女性决
心生小孩。”现居新北的罗小姐是一名 3 岁
男童的妈妈。她告诉记者，家庭经济压力
增大、夫妻双方摩擦变多、没有“后援”很
辛 苦 …… 都 是 新 手 父 母 面 临 的 困 扰 。此
外 ，不 少 妈 妈 希 望 在 孩 子 入 学 后 重 返 职
场，但相应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数据显示，近 5年台湾地区新生儿数量
逐年下降，2023 年仅为 135571 人，探历史
新低。台湾民众偏爱“龙宝宝”，每逢龙年新
生人口都会明显增加，但台媒预估今年“龙
宝宝”红利恐不再。

面对低生育率，台湾《中国时报》撰文
指出，提振生育率固然不能少了生育补助
等经济诱因，但育儿环境是否友善、如何兼
顾工作与养育下一代，才是年轻人是否愿
意生养的关键。 （据新华社台北电）

不婚、晚婚、不生：台湾少子化困局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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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大陆海警 3 月 18 日救起两名金门遇
险人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日就此答记者问表示，大陆方面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向来高度重视维护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两岸
本是一家人，海上突发险情时双方互相救援、守望相助是理所应
当，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更彰显了两岸同胞之间的血脉感情。

陈斌华说，据了解，3 月 18 日凌晨 4 时许，福建海警在围头湾
海域发现因失去动力求救的 1 艘无船名海钓船并救起 2 人，2 人均
来自金门。海警立即对其开展医疗救助和人道关怀，为其提供热
水、食物、棉服等，并派专人陪护。目前，2 人身体状况正常，并已打
电话回家报平安。福建方面将尽快安排人船返回金门。

国台办：

两岸守望相助应对海上突发险情
是应有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