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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被民进党视为“明日之星”的民代
赵天麟深陷婚外情丑闻，被迫宣布退出明年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民代选举，引发岛内政
坛震撼。这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筹组所谓

“民主大联盟”后，第七个因丑闻退选的参选
人。外界讽刺，民进党“臭鱼烂虾”一箩筐，已
变身为“退选大联盟”。

赵天麟结婚16年，育有3名子女，此前一直
以“爱妻爱家”形象示人，还是陈其迈未来卸任
高雄市长后民进党内部最热门的人选。然而，金
玉其外，败絮其中。18日，赵天麟被岛内民间监
督组织曝出“硕士学位论文原创性比对相似度
指数高达42%”，涉嫌严重抄袭；23日，岛内又流
出多张赵天麟婚外情照片，大家这才知道原来
他早已出轨10年之久，根本就是一个“伪君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几乎同一时间，硕
士学位因论文抄袭被撤销的台当局行政机构
副负责人郑文灿也被曝出桃色丑闻，一段他
与年轻女性出入酒店的视频在网络疯传。对
此，郑文灿只是以“影像年代久远”为由否认。

除赵天麟、郑文灿外，民进党立法机构党
团总召柯建铭、蔡英文办公室前发言人丁允
恭、台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王必胜
以及民进党籍民代罗致政、王定宇等，近年来
都被爆出过各种私生活混乱的丑闻，而这些只
不过是民进党“德不配位”的“冰山一角”。

为了明年初的选举，赖清德高调提出所
谓的“民主大联盟”，声称遵循“跨党派、跨世
代、跨领域”的标准，选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
参选人，结果却是状况频发——

今年 5月，桃园市议员杨家俍在网络发布

暗示性交易的短文，违反岛内“儿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条例”，成为退选第一人；5月底，民进
党籍民代陈欧珀因使用诈骗集团旗下的办公
大楼当服务处，引发争议，成为退选第二人；不
久后，在新北市永和选区，民进党宣布与无党
籍政治评论员李正皓合作，结果李正皓因涉嫌
以私密视频威胁前女友遭到抵制，李成为退选
第三人；6月中旬，原本被征召参选台北市民代
的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飞帆，被爆出女党工遭
厂商性骚扰时压下不调查，成为退选第四人；6
月底，刚在基隆市民代初选中胜出的张秉钧因
涉嫌贪污，成为退选第五人；7月，民进党籍民
代许展维因涉嫌非法采购，成为退选第六人；
上周，赵天麟又因婚外情成为退选第七人。让
岛内舆论不禁感叹：“这就是民进党本色！”

对此，台湾“风传媒”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民进党提出的 73 名民代参选人中，多数都有
明显的操守争议，这说明该党吸引的都是着
眼权力好处的人，从而导致民进党整体道德
水准低下。

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周，台军方被曝出军
品盗卖案件，号称岛内“最精锐”部队的台海
军陆战队六六旅涉嫌将“毒刺”导弹发射筒盗
卖给黑帮牟利。消息一出，引发各界哗然。

据报道，六六旅有 4 名官兵涉嫌参与了
此次军品盗卖。对此，台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
邱国正不得不承认“台军内部管理确实有漏
洞”。事实上，近年来台军方同样频频曝出各
种丑闻：新竹空军基地两名士兵私自改造枪
弹并在网上贩售；屏东一新兵训练中心营长
和连长买模型枪冒充遗失的真枪；台北七旬

老妇遭诈骗案的涉案团伙中竟然有台军士
兵。除此之外，台军集体赌博、集体醉酒、性骚
扰、群殴等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梁永春指出，台军
内部各种丑闻一再上演，问题根源在于民进
党当局一意孤行谋“独”，为了一党私利，不断
对台军进行各种分化打击，对台军官兵价值
观进行刻意扭曲，企图裹挟台军为“台独”而
战，造成了如今军心涣散、道德沦丧的局面。

搞“台独”不得人心，要和平、要发展、要
交流、要合作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上周，台
东县长饶庆铃率团赴大陆交流，向大陆有关
部门提出扩大恢复输入台湾番荔枝的请求，
得到了积极响应。这是面对台当局的无能，岛
内各县市为发展而采取的自救行动。

2021 年 9 月，大陆因检疫问题而暂停台
湾番荔枝的进口，民进党当局不是反省检讨
农产品的质量问题，反而污蔑大陆打压，将农
产品问题政治化。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民
进党当局毫无动作，导致台东大量凤梨和番
荔枝滞销。为此，台东县政府积极自救，一直
努力与大陆方面沟通交流，果农也更加注重
病虫害防治。今年 6月 20日起，海关总署已恢
复符合条件的台湾番荔枝的进口。下一步，双
方将就如何扩大进口作深入沟通，这让台东
的果农欢欣雀跃。

事实说明，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
治基础上，台湾各界正当合理的民生诉求，都
会得到大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而施政无能
的台当局如果无视百姓的福祉，终将被民众
彻底唾弃。

“臭鱼烂虾”一箩筐

本报讯 （记者 刘深魁） 27
日，第五届中华文化与两岸文创产
业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州举行。活动
以“文创赋能乡村振兴，培育乡村发
展新动能”为主题，数十位来自清华
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两岸高
校的专家学者、文创业者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两岸专家各抒己见，
从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文创产
业等角度出发，分享创意灵感和文
创商机。现场还举行了论坛第二批
咨询专家聘书颁发仪式，清华大学
副教授刘润福、台湾秦岭多媒体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许永传、台
湾悦心记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

玠甫等入选。
活动当天，福州市国学研究

会、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会还分别
与上海台商周报、台湾悦心记忆文
化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将共同
为两岸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文化
创意服务。

陈玠甫表示，希望以教育为基
础，让两岸青少年多了解家乡的传
统文化艺术、民俗技艺等，创造更
多的文创产品，推动两岸携手打造
乡村交流项目和产业合作平台。

本届论坛由福建省社科联和
福州市社科联、福州广播电视台、
福州市国学研究会共同举办。

两岸专家研讨中华文化与文创产业

本报讯 （记者 陈梦婕 文/
图） 第 一 届 海 峡 两 岸 动 漫 配 音
大 赛 颁 奖 典 礼 27 日 在 厦 门 大 学
翔安校区举办（如图）。经过专业
评选，160 组两岸选手入围决赛，
评选出大赛一等奖 1 组、二等奖 4
组 、三 等 奖 6 组 、奶 龙 专 项 奖 1
组 、最 佳 创 意 奖 24 组 、最 具 潜 力
奖 24 组 ，同 时 评 选 出 优 秀 奖 100
组 、优 秀 指 导 教 师 50 位 、最 佳 组
织单位 50 家。

本 次 比 赛 由 中 国 电 视 艺 术
家协会指导，厦门市翔安区人民

政 府 和 厦 门 外 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共 同 主 办 。自 7 月 启 动 以 来 ，通
过 线 上 发 布 、征 集 、评 选 、沙 龙 、
颁 奖 等 流 程 和 环 节 ，邀 请 两 岸
6300 多 名 配 音 爱 好 者 参 与 个 性
化动漫配音创作和交流互动，共
收 到 两 岸 200 多 所 高 校 和 100 多
家配音社团、声音工作室选送的
2852 部参赛作品，其中台湾参赛
作品 521 部。

厦门外图、北京冠声、哆啦声
工坊等还与大赛优秀选手签约，推
动两岸动漫配音人才培养合作。

第一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本报讯 （记者 林泽贵 通讯员
洪欣琳） 2023 海峡两岸汉字节 27 日
在厦门市海沧区开幕。

随着启动仪式举行，作为海峡两
岸汉字节的核心活动，年度汉字评选
正式开启，将分三阶段展开：首先由
两岸各界人士、民众、青少年推荐年
度汉字；11 月下旬至 12 月初形成 36
个候选年度汉字名单进入网络票选；
年底前在台湾举办年度汉字揭晓笔
会。

本届汉字节创新推出“一字代一
年”两岸青少年评选年度汉字活动，厦
门中小学生和台湾青少年将分别推选
出心目中的年度汉字，这两个汉字将纳
入年度汉字评选的 36个候选年度汉字
名单，参与最终票选。

本届汉字节还增设汉字文化旅
游主题线路征集体验活动，融入更多
海沧元素，邀请厦门市民游客参与推
荐和体验海沧汉字文化旅游的景点
或线路。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门台商
协会荣誉会长吴家莹认为，海峡两岸同
根同源，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
重要载体。“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汉字
文化活动，两岸民众共同参与，既能让
中华文化继续传承下去，还能进一步团
结两岸各界各阶层，一起创造共同的历

史和记忆，这非常有意义。”
作为汉字节的配套活动，2023两岸汉字文化创意

大赛自今年 8月启动以来，共收到两岸 5068件参赛作
品。经过严格评审，共评选出金奖 1件、银奖 2件、铜奖
5件、优秀奖 100件、入围奖 300件。

海峡两岸汉字节暨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发起
于 2008 年，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力。自 2014 年落
户海沧以来，不断丰富内容、提升水平，现已成为海
峡两岸影响最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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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洪燕） 近
日，为期 5 天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周在福州举行。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对外文化
交流基地（福建师范大学翻译与国
际传播研究中心）、福州外语外贸
学院共同主办。主要内容包括举办

“ 海 外 传 播 话 语 的 构 建 与 实 践 ”
“《易经》的译介与海外传播”等讲

座、福州对外文化交流史展览、以
“福文化”为主题的中外人士畅谈
会等。

本次活动旨在促进对外文化
的交流、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将

“福文化”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
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提供交流研讨的平台。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周举办

一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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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洪 文/图） 28 日至 29 日，2023
年闽台婚姻家庭融合发展恳谈会暨亲子联谊活动在
永泰御温泉文旅小镇举行。50 多位来自两岸的专家学
者、闽台婚姻家庭成员、台胞等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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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精神，充分发挥福建
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与会人士表示，随着《意见》落实落细，正是台
胞来福建展现才华、实现梦想的最好时机，只要愿
意融入，大胆迈出“登陆”的第一步，就会有春华秋
实的成果。

在平潭工作的台青陈建翔今年刚刚与当地姑娘
游未希领证。陈建翔表示，两岸青年可以发挥各自优
势，在婚姻生活中学习彼此的长处，携手共同进步。

活动期间，闽台婚姻家庭成员共同种下 10棵相思
树，象征着两岸婚姻情意绵长、十全十美。随后，大家
在许愿牌上写下心愿（如图）。不一会，红果冬青树上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愿望：“家和万事兴，闽台亲上亲”

“海峡风调雨顺，两岸福禄平安”“但愿人长久，相伴到
白首”……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民政厅、省妇联指导，福建省
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和福州市民政局、福州市
妇联、福州市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联合主办。

种下相思树 牵手海峡情
闽台婚姻家庭融合发展恳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吴洪 文/图）
近日，第十届“新课堂·新教师”海
峡两岸基础教育交流研讨活动在
石狮市举办。

此次活动以“基于新课标 实
施单元整体教学”为主题，邀请两
岸一线教师同台切磋，展示各自教
学方式，从而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共同助力两岸基础教育融合发展。

语文核心素养，包括字词教
学、写作教学，是两岸一线教师的

关注点、教学难点。与会两岸教师
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交流，既分
享自身教学实践感悟，也吸收借鉴
对方的教学经验，在教学中用“小
故事”作切入点，引起学生对课文
及其内涵的兴趣，启发学生关注文
本中的角色对话，思考争论的问
题，并将课堂所学应用于生活中，
带领学生收获人生智慧。

图为台湾新北市顶埔小学陈图为台湾新北市顶埔小学陈
佳钏老师在进行现场教学佳钏老师在进行现场教学。。

两岸教师同台切磋基础教育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通讯
员 刘舒婷 刘其燚） 近日，第二
届 海 峡 两 岸 陈 靖 姑 信 俗 文 化 节
在罗源县飞竹镇西洋宫举行，上
千名来自两岸的嘉宾、信众会聚
一堂，共同感受陈靖姑文化的独
特魅力。

本届文化节包括开幕式庆典、
祭祀大典、陈靖姑信俗文化研讨
会、陈靖姑文化史料展等活动。在
祭祀大典上，声势浩大的陈靖姑金
身巡游最为引人瞩目。在陈靖姑信

俗文化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陈
靖姑信俗文化定位、信俗仪式传承
等议题深入探讨。

“台湾主祀、配祀陈靖姑的宫
庙超过 3000 座，信众有上千万人，
陈靖姑信俗文化已成为联结两岸
同胞情感和文化的重要纽带。”台
中科技大学应用中文系主任林翠
凤说，文化节搭建了一个闽台陈靖
姑信俗文化的交流平台，对促进两
岸民众的文化认同、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有意义。

第二届海峡两岸陈靖姑信俗文化节举行

日前，第二届海峡两岸历史文
化传承与创新论坛在平潭举办，30
多名两岸专家学者、台胞代表走进
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
探寻闽台史前文化之源。

“早在上个世纪，历史语言学研
究就确定，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是
南岛语族的语言分支。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研究成果将南岛语族的源头
指向了中国东南沿海。”任教于华侨
大学的台湾教师蒋楠说，第一次实
地考察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让她对
南岛语族的起源有了更深的了解。
壳丘头遗址群位于平潭南垄村东
北，是目前福建沿海发现最早的一
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南岛语族”是一个怎样的族群？
为什么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被称为南
岛语族向海迁徙的第一块踏板？

所谓南岛语族，就是说南岛语
系的族群，分布地区东起太平洋东
部的复活节岛，西接印度洋的马达
加斯加，北抵夏威夷和中国台湾，
南至新西兰，人口超过 3 亿。

1985 年，福建博物院派出考古
队，对其进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
共清理出 21个贝壳堆积坑和一座墓
葬，出土石器、骨器、贝器、陶器等遗
物 200 多件，主要文化层的堆积物
80%以上为贝壳，居民采集食用的贝
类有 19 种之多。根据碳十四测年结
果，壳丘头遗址距今约 6500年。

可以想象，距今 6500 多年前，
这里依山面海，地势平坦，日照充
足，鱼类贝类资源丰富，壳丘头先民
聚居于此，过着采集渔猎生活。

走进基地展馆，展板上几块平
面呈梯形的小型石锛引起了两岸嘉

宾的注意。专家推测，它是一种多功
能生产工具，很可能用于制作航海
工具独木舟。其实，早在 20世纪 30年
代，以林惠祥、凌纯声等为代表的学
者就根据石锛的类型，推测中国是
太平洋地区“有段石锛”的发源地，
并进而认为南岛语族的祖先应该在
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而仔细观察遗址出土的陶器，
其表面纹饰种类之丰富更是令人啧
啧称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纹
饰、器型的比对，我们发现壳丘头文
化跟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有很多共
性。”福建博物院研究员、平潭国际
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告诉记
者，壳丘头和大坌坑两地出土的陶
器都以粗绳纹、夹砂陶为主要特征，
很多都印有相似的波浪纹、贝齿纹、
指甲纹和刻划纹等，反映出当时两
岸先民对大海的热爱与崇拜，也说
明两者处于一个文化圈里。而台湾
岛和澎湖群岛上所有的大坌坑文化
遗址的校正年代都在距今 5000 至
4000 年之间，明显晚于大陆东南沿
海，两者之间具有渊源和传承关系。

“壳丘头文化在大陆东南沿海并
非孤立存在，它上承奇和洞文化、马祖
亮岛文化，下联昙石山文化、大帽山文
化，并与台湾大坌坑等文化存在紧密
的关联性。”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
副院长侯榕贵介绍。

随着科技考古的逐步深入，南
岛语族蕴含的闽台血缘脉络愈发
清晰：2020 年，中国社科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
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及国内
多家单位合作开展史前南岛语族
先民 DNA 测试及核基因组研究工

作，其结果证明，南岛语人群
与中国早期南方沿海地区人
群 直 接 相 关 ，且 可 追 溯 至 8400 年
前，为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
南沿海地区提供了母系遗传证据；
2021 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
传超团队首次以台湾本岛古基因
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台湾
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起源于
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这些研究都表
明，闽台自古以来就同根相连。

近年来，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
院正会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福
建博物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中国
社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等众多科研院所及高校的力量，致力
于闽台史前文化关系、南岛语族起源
与扩散等课题研究，并以“平潭国际
南岛语族考古基地”为平台，每年举
行南岛语族学术交流研讨会。同时发
挥考古基地的闽台特色，开展形式多
样的两岸交流活动。

千万年前，一批批福建先民以
平潭岛为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
穿越台湾海峡，登台湾岛而居，再将
文明的火种撒向广袤的太平洋和印
度洋地区。今天，我们站在平潭壳丘
头遗址群，由今溯古，寻找南岛语族
最初的家园。

题图说明：印有弦纹和贝齿纹
的夹粗砂灰褐色陶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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