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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在各級台聯
協助下，我們三兄妹根據
半張族譜，找到了在福建
的宗親，並一起吃了一頓
難忘的團圓飯，終於圓了
爺爺的夙願。

台灣學者
何溢誠

閩台地緣相近，本來
就是血脈相連，相濡以
沫，福州開展台胞尋根相
關系列活動，別開生面，
具有示範意義。

福州市台協會榮譽會長
陳奕廷

大陸實施閩台歷史展
示溯源工程，會進一步推
動文化交流、增進心靈契
合，也會有更多台胞回到
大陸尋根祭祖。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整理

台胞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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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
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提出， 「實施閩
台歷史展示溯源工程，開展閩台族譜對接、尋根謁祖等活
動」 。

據此， 「台胞尋根工程」 擬從建立台胞尋根檔案庫、發
布台胞尋根示範點名錄、開展台胞尋根交流活動、開展台胞
尋根宣傳四個方面先行推進，持續對福州市現有尋根資源進
行梳理，挖掘人文資源和展示內容，並陸續開展相關活動。

深度溯源榕台人文歷史聯繫
經評審，福州市首批10家 「台胞尋根示範點」 名單已於

近日出爐，分為血緣類、文緣類、法緣類三大類。其中，血
緣類4家：嚴復故居、林則徐出生地、陳氏五樓、林森故居；
文緣類5家：福州文廟、陳靖姑故居、閩台閩王文化園、張真
君祖殿、福建都城隍廟；法緣類1家：鼓山湧泉寺。

據了解， 「台胞尋根工程」 將圍繞 「以情促融」 主線，
充分發揮福州市涉台宗祠宮廟、人物故居、文物史跡多，在
兩岸影響力大等優勢，通過開展 「台胞尋根工程」 各項活
動，深度溯源榕台人文歷史聯繫，全面挖掘榕台兩地共同的
歷史文化記憶。

如，福州將舉辦 「台胞尋根閩都行」 研討會，邀請兩岸
專家學者和在台後裔參會，為深化 「台胞尋根工程」 有關工
作建言獻策；舉辦 「台胞尋根」 主題展並編印 「台胞尋根」
畫冊等。

另據大公報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上海政法學院東北亞
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王曉笛認為， 「台胞尋根工程」 是兩岸
融合發展的重要嘗試，尤其在當前複雜的兩岸政治氛圍中顯
得格外重要。這一工程通過挖掘兩岸在血緣、文緣、法緣等
方面的密切聯繫，不僅可促進文化交流，還將加深兩岸同胞
間的情感融合，促進兩岸關係發展。

讓台胞飲水思源慎終追遠
「中國人自古重視家的源流，尋根問祖是中國的文化傳

統。我的老家在南投縣魚池鄉田螺污，曾於2007年赴漳州南
靖縣田螺坑尋根，找到了李家的族譜，現在族譜一直珍藏在
我的手機裏。」 福州台商李尚儒向大公報表示，在福建，他
參加過閩王祭祀、兩岸青年信俗淵源尋根之旅活動等尋根活
動，探尋兩岸共同歷史文化記憶。 「我覺得福州開展 『台胞
尋根工程』 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讓台灣同胞知道我
們的根來自哪裏，飲水思源、慎終追遠。」 李尚儒如是表
示。

北京科技大學學者溫天鵬向大公報表示，中華文化是兩
岸同胞的根和魂，是兩岸關係中最天然的聯結、最深沉的力
量，也是最牢不可破的精神紐帶。福州開展 「台胞尋根工
程」 有利於兩岸同胞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增強中華文化認
同、自信，建設共同精神家園，破除 「台獨」 分子 「去中國
化」 分裂國家的圖謀。這是大陸推動以通促融、以惠促融、
以情促融的有力實踐，將進一步加快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的探索步伐，最終實現兩岸社會的融合發展。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福州市委台港澳辦
5日表示，福州市組織開展福州 「台胞尋根工程」 工
作，充分挖掘同台灣地區在血緣、文緣、法緣等層面
的密切聯繫，進一步發揮閩都文化在閩台人文交流中
的情感紐帶作用，助力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據
介紹， 「台胞尋根工程」 擬從建立台胞尋根檔案庫、
發布台胞尋根示範點名錄、開展台胞尋根交流活動、
開展台胞尋根宣傳四個方面先行推進，其中，福州市
首批10家 「台胞尋根示範點」 名單已於近日出爐。

福州10示範點 助台胞大陸尋根
挖掘血緣文緣法緣聯繫 建檔案庫開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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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
灣當局 「主計總處」 5日公布物價調查
數據，2023年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年增率2.5%，為近15年次
高。CPI已連續兩年超過2%的通貨膨
脹警戒線。

在民生物資中，蛋類漲價幅度最
高，年增率達10.72%。

根據 「主計總處」 發布的資料，
納入物價統計的七個基本分類包括食
物類、衣着類、居住類、交通及通訊
類、醫藥保健類、教養娛樂類、雜項
類。其中，2023年全年，對總指數影

響最大的是食物類，年增率在七個基
本分類中最高，達4.03%；在食物類
中，年增率最高的是蛋類，為
10.72%，水果增幅最小，為1.22%。
此外，房租年增率為2.16%。

從單月看，2023年12月台灣CPI
年增率為2.71%，較11月小幅下降
0.04個百分點，但仍處較高位。 「主
計總處」 官員分析主要原因，近期台
灣天候穩定，蔬菜量增價跌，成衣價
格因周年慶促銷活動出現下跌，但12
月適逢跨年元旦連假，旅館住宿費上
漲，水果價格也上漲。

「今天終
於見到親人了，

我們會告訴子孫後代，我們的
根在石獅。」 去年4月，福建泉
州石獅鳳里街道大侖社區蔡氏
家廟上演溫情一幕，台胞蔡來
蔭女士一家憑藉着一條 「清朝
地址」 ，在多方接力合作下，
最終與石獅的蔡氏宗親相認，
趕在清明之際拜謁祖先。

在廈門工作12年，台胞蔡
來蔭是廈門長庚醫院的副總經

理。過去幾年，她和遠在台灣
的家人從未間斷過尋根的念
頭。

蔡來蔭的侄子蔡俊彬是一
名電影人，出生在台灣高雄大
寮。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從九
旬叔公和鄰居的口中得知，原
來他們的祖先是從高雄路竹遷
移過來的。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蔡俊
彬幾經波折找到了高雄的蔡氏
家廟，並找到了他們在台灣的
第一代先祖蔡盛。據記載，蔡
盛和妻子大約是1713年至1715
年間從大陸到台灣高雄定居，
並在當地開枝散葉，歷經300多
年，後輩人數眾多。

比對族譜與宗親相認
「先祖於前清代由大陸福

建省泉州府晉江縣五鎮市南門
外大侖十三都大苓蔡……」 家
廟前的碑文有一條清朝地址，
這也引起了蔡俊彬的注意。他
在網上查閱了不少資料，在網
上搜不到 「大苓」 ，反而在石

獅發現了 「大侖」 。
3月23日，蔡來蔭聯繫上了

石獅市委台港澳辦，希望能獲
得尋根幫助。石獅市委台港澳
辦隨即聯繫大侖社區，通過比
對蔡氏族譜，證實蔡來蔭的祖
籍的確在大侖社區。3月25日，
蔡來蔭一家與蔡氏家族的宗親
相認，在蔡氏家廟裏查閱族
譜、祭拜祖先，一家人激動不
已。

「看到他們發過來的資料
後，我們確定這支蔡姓就是來
自大侖。」 已是古稀之年的蔡
惟善平時就負責蔡氏祖譜，他
說，通過核對資料以及姓名、
年齡等信息，他們很快就在蔡
氏祖譜上找到了蔡盛。

「第一次來石獅，第一次
來大侖，我們一家人都很開
心，這裏跟台灣的感覺很
像。」 蔡俊彬透露，石獅大侖
的蔡氏祖譜每十年修繕一次，
下一次是2027年，他希望到時
候能帶着台灣祖譜回來認祖歸
宗。 閩南網

台胞憑清朝地址成功石獅尋根
特稿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
道：兩岸青年跨界藝術孵化基
地4日在廈門閩南大戲院成立。

兩岸青年跨界藝術孵化基
地由廈門閩南大戲院和台灣廣
藝基金會共同建設，雙方將利
用基地平台，通過舉辦 「兩岸
藝術節」 「兩岸青年藝術跨界
扶青計劃」 「兩岸藝術交流論
壇」 「兩岸藝術管理課堂」 等
多種形式的兩岸青年文化藝術

交流演出及活動，共同培養兩
岸青年人才、孵化優秀的原創
劇目。台灣廣藝基金會執行長
楊忠衡介紹，基地將重點聚焦
創作劇目的交流演出以及藝術
課堂的打造構建。

「近十年來，隨着科技的
進步，沉浸式劇場、科技劇場
湧現，表演藝術在不斷演化，
藝術與各種技術的界限也越來
越模糊。」 楊忠衡說， 「之所

以叫跨界藝術孵化基地，是因
為我們希望兩岸青年經驗的傳
承或者藝術觀念的創新，都要
打破各個門類的界限，在交流
中碰撞出新的火花。」

楊忠衡表示，台灣廣藝基
金會與閩南大戲院有十幾年的
合作歷史。 「我們期待通過基
地，讓更多的兩岸青年發現閩
南文化之美，共同打造出更多
優秀作品。」

兩岸青年跨界藝術孵化基地落戶廈門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高鐵企業工會不滿年終獎偏
少，4日向高鐵公司喊話，盡快提
出符合基層員工期待的方案，否則
將舉行罷工抗議行動。台灣高鐵線
路貫穿全台南北，若高鐵基層員工
罷工，將衝擊農曆春節運輸。

台灣高鐵日前宣布，今年4月1
日起調薪，平均調幅4.9%，今年1
月底發放2.3個月年終獎金，並在
去年底加發每人1.2萬元新台幣的
「營運激勵金」 。

認為員工薪資待遇較低，且不

滿年終獎僅2.3個月，台灣高鐵企
業工會4日強調，與公司舉行例行
會議後，公司管理層不僅未提出有
效方案，更聲稱基層員工只是聽
命行事，經理人創造價值更高，
因此績效獎金應該比基層員工更
多。

高鐵企業工會表示，過去一年
旅運量暴增，基層員工十分辛勞，
要求公司提出符合基層員工期待的
方案，目前已備妥 「有理罷工」 的
行動方案，並提早向同事預告，做
好罷工準備。

台高鐵醞釀罷工 春運堪憂



首批「台胞尋根示範點」

▲去年3月，閩台嘉賓各自護送當地
陳靖姑金身塑像返回陳靖姑出生地
倉山下渡，以 「回娘家」 省親的方
式，尋根溯源。圖為兩岸臨水夫人
宮廟代表在福建福州參觀陳靖姑故
居。 中新社

血緣類4家
•嚴復故居

•林則徐出生地
•陳氏五樓
•林森故居

文緣類5家
•福州文廟

•陳靖姑故居
•閩台閩王文化園

•張真君祖殿
•福建都城隍廟

法緣類1家
•鼓山湧泉寺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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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惟善（左）和蔡俊彬查閱
族譜。

▲台灣當局數據顯示，2023年台灣地區CPI年增
率2.5%，連續兩年超過2%的通貨膨脹警戒線。

資料圖片

台CPI連續兩年超過通脹警戒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