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是兩岸中國人最隆重、最熱鬧的傳統佳節。今年不少在大陸求學、創業、就業的台
胞選擇就地過年，儘管遠離台灣親人，但大陸濃濃的人情味、大陸同胞無微不至的關懷，讓
他們有了歡度佳節的喜悅和溫暖。台胞康永明上月開始到福建工作，春節乾脆就留在當地過
年。這是他第一次在大陸過年。春節前夕，他還找到了位於廈門同安洪前箱山的家族宗祠，
圓了 「尋根夢」 。康永明表示， 「我的根在大陸、在福建，現在我先來探路、了解相關政
策，然後計劃讓妻兒也一起到大陸生活，一起落戶福建。」

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福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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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島內有網站
評出台灣 「十大年
菜」 ， 「佛跳牆」 排

榜首，其他的年菜依序包括餃子、豬
腳、長年菜（指年夜飯中的蔬菜）、米
糕、雞湯、烏魚子、年糕、蘿蔔糕和
蝦。由此不難發現，這當中大部分菜式
也都是大陸民眾過年期間必不可少的年
菜。

佛跳牆寓意富貴，而 「餃子」 的外
形酷似 「元寶」 ，有招財進寶之意。米
糕、年糕和蘿蔔糕則象徵 「步步高」 。

「豬腳」 也是春節的吉祥食物，俗話說
「吃豬腳添福壽、吃腿庫補財庫」 。兩

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種，風俗相近、同
聲同氣，共賀龍年、齊迎新春。

兩岸本就是一家人，過節習俗、飲
食習慣相似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早年
福建不少民眾跨海到台島開拓耕種，後
來1949年間大批軍人隨國民黨遷移到
台灣，久而久之，大陸各大菜系在島內
匯聚、融合，並加以創新。但無論如何
變化，台灣各種名菜小吃都深深地刻上
了中華飲食文化的烙印。尤其是過年菜

式和食品與大陸的頗為相似。在台北的
傳統市場，湖南辣腸、廣東臘腸、雲南
椒麻腸、湖州糉子、寧波年糕、蘇式酥
餅等應有盡有。這些家鄉的味道、舌尖
上的記憶不僅撫慰了台灣民眾的鄉愁，
也蘊含了不管身在何處都不忘本、不忘
根的濃濃家鄉情懷。無論是對春節、清
明、中秋等傳統節日的重視，還是傳承
已久的拜媽祖、關公等民間信俗，無一
不證明中華文化在台島根深蒂固、綿延
發展。

這些年奉行 「台獨」 黨綱的民進黨

當局絞盡腦汁，企圖阻撓兩岸民眾往
來，切割兩岸歷史文化聯結，結果 「竹
籃打水一場空」 。島內社會近年反而掀
起一波又一波的大陸流行文化熱潮。從
抖音到小紅書，從 「求佛」 舞到 「科目
三」 ，從螺螄粉到酸菜魚，從《狂飆》
到《繁花》，大陸流行文化席捲台島。
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大陸隨着經濟實力
不斷增強，文化方面等 「軟實力」 也蒸
蒸日上，對台灣社會的吸引力越來越
大。

其實，不論是以前台灣流行歌曲、

影視劇、珍珠奶茶、牛肉麵受大陸年輕
人追捧，還是現在大陸社交平台、流行
音樂、電視劇、美食佳餚受台灣社會青
睞，都反映了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
的根脈和歸屬，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財富
和精神紐帶。民進黨當局所謂 「禁抖
音」 、 「舞統論」 在外界看來都是荒謬
的 「反智」 行徑。正如台灣年輕人所
說， 「中華文化已內涵於我的喜怒哀
樂，形塑我與他人的交往方式」 ， 「去
中國化」 實質上並不可能，也毫無意
義。

台灣年菜的家鄉味道
隔海觀瀾
朱穗怡

福建省福州市首個兩岸融合示範社區──晉安
區岳峰鎮桂溪社區8日舉辦 「龍騰賀新春 兩岸慶
團圓」 兩岸家庭融合活動，近30名台胞家庭代表與
大陸居民歡聚一堂，共迎龍年春節。談及要在大陸
度過首個春節，台胞康永明興奮地表示， 「既期待
又興奮。心有所依，異鄉亦是家鄉。就地過年，同
樣年味滿滿。」

黃燜香油蝦、淡糟鰻魚片、福州荔枝肉、魚丸
肉燕湯，裝着燒仙草、珍珠圓子的奶茶……當天，
康永明吃了一頓別樣的年夜飯。他和大家一邊品嘗
美食、參與抽獎和遊戲，送出 「龍行龘龘，前程朗
朗」 等網紅祝福語，一邊聊着關於福州和台灣的趣
事，不亦樂乎。 「福州特色和台式風味相遇，在場
台胞既能享受舌尖上的美味，也可感受在大陸過年
的歡樂和溫馨。」 康永明說。

上月中旬，康永明受友人相邀赴福州發展，此
前他是台灣新竹香山市立高中的體育老師，任教已
20年。去年9月，大陸發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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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提出鼓勵台胞來閩就業，尤其為台

灣教師、律師等群體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利好政
策讓康永明很是心動，於是他跨海而來提前做一些
功課，了解當地的政策及民生，計劃暑假回台攜太
太和兩個孩子一起融入大陸生活圈。

展開尋根謁祖之旅
據康永明介紹，小時候，他常常聽父親說康家

的 「根」 是在海峽對岸的廈門，這份血脈相連、靈
魂相依的故鄉深情深深埋進了他的心裏。多年來，
他一直很想回廈門，看一看家鄉的風景，嘗一嘗家
鄉的美食，見一見家鄉的親人。機緣巧合之下，春
節前夕，在兩岸友人的協助下，康永明踏上了尋根
謁祖之旅，終於找到了位於廈門同安洪前箱山的家
族宗祠。

談及此次尋根經歷，康永明熱淚盈眶，當時站
在宗祠前，看到祖先們生活的地方，他心裏的歸屬
感油然而生， 「原來，我的根就是在這裏啊！」 聽
到大家介紹在宗祠上的祭拜禮節遵循着相同的古
法，康永明感慨閩台兩地文化習俗上的淵源。康永
明告訴記者，此次踏上祖輩生活過的土地，心之相
繫、情之交融的團聚，既替82歲的父親圓了 「歸鄉
夢」 ，也圓了很早就植根於他心中的 「尋根」 心
願。台灣有句話叫 「食果子拜樹頭，食米飯敬鋤
頭」 ，意思就是要 「飲水思源」 ，今年底他要帶着
家人赴廈探本溯源，認祖歸宗。

「我第一次看春晚」
春節臨近，福州的老街區三坊七巷、上下杭、

煙台山等歷史文化街區被濃郁的中國紅裝扮一新，
洋溢着喜慶祥和的過年氣氛，康永明和朋友們相
約，走走逛逛，感受當地濃濃的人情味。

大陸中央電視台每年春節都會播放春晚，一家
老少相聚在電視機前等待新年鐘聲。康永明表示，
「這將是我第一次看春晚，非常期待！」

登高祈福 台商盼兩岸和平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佛山報道： 「恭喜你發財，恭喜你

精彩……」 龍年春節到來，廣東大街小巷都響起喜慶的賀年歌
曲。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的花市人潮如織、熱鬧非凡。台商陳
泉宏牽着妻子和母親的手，漫步在佛山的花街之間，採購五彩繽
紛的蘭花、桃花、菊花，用來裝飾布置佛山的家和工廠。來大陸
投資設廠已有32個年頭，這個春節，是他們一家在佛山度過的第
23個新年。 「大陸這邊年味很濃郁，尤其是佛山，傳統文化保留
得很好。」 陳泉宏笑着說， 「每年大年三十，和家人一起逛花
街，已經成為了我們必不可少的新春活動。」

今年春節，陳泉宏的母親特地從台灣飛來大陸，一家人圍坐
在一起，熱熱鬧鬧地吃團年飯。大年初一，他們一家人還會前往
佛山西樵山登高祈福。陳泉宏衷心期望兩岸關係能夠和平發展，
兩岸同胞如同一家人般
相親相愛、相互扶持。
此外，他也期待他和妻
子 「學業進步」 。 「妻
子正在澳門攻讀博士學
位，而我則在廣州進修
碩士學位。」 陳泉宏透
露，近年來廠房的生意
面臨轉型升級的關頭，
因此他們決定繼續學
習、提升自我，養精蓄
銳後再大展拳腳。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龍年春節前夕，
解放軍東部戰區發布MV《回家才會贏》，藉春節
回家路暗喻兩岸統一，發出維護中國統一、守護兩
岸安寧的承諾。這是今年以來東部戰區首次面向台
灣發布的文藝作品。該首MV改編自耳熟能詳的流
行歌曲《愛拚才會贏》，使用了閩南語加普通話的
組合唱法。《愛拚才會贏》創作於1988年龍年，契
合了當時剛剛 「解嚴」 的台灣社會奮鬥打拚大氛
圍，甫一發布就成為全球華人最流行的閩南語歌
曲。

據報道，在主題MV中，東部戰區對近兩年的
各類視頻進行混剪，無論是元宵花燈、金門高粱
酒、媽祖鎮海的親情元素，還是軍事懾壓行動畫
面、蘊含警告意味的主題海報，都是在反 「獨」 促

統重大軍事行動背景下，向 「台獨」 勢力發出的震
懾信息和對台灣民眾的親情呼喚，一以貫之表達了
「堅決打擊 『台獨』 分裂，傾情保護寶島同胞」 的
使命情懷。

家和才會贏國圓才會贏
時隔36年後的又一個龍年伊始，對於 「怎樣才

會贏」 ，從 「愛拚」 到 「回家」 的兩字之差，解放
軍給出了答案。面對兩岸形勢的時過境遷，如何化
解台灣烏煙瘴氣的黨派爭鬥，如何消弭日益加劇的
民意對立，如何挽救日漸低迷的經濟走勢，特別是
如何避免政客謀 「獨」 的兵兇戰危， 「愛拚」 的台
灣民眾需要找到這個時代正確的拚搏方向──家和
才會贏，國圓才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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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不少台胞留在大陸過年。圖為上海的台胞近日一起寫春聯，同賀新春。 大公報記者張帆攝

▲台胞康永明最近和友人參訪廈門同安孔廟。
受訪者供圖

《繁花》美食成春節打卡熱點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

道：今年留在上海過年的台胞一定
不會感到寂寞，因為《繁花》熱
播，上海多了不少熱門 「打卡
地」 。來自台南的王小姐前不久剛
剛去了和平飯店 「打卡」 。她說，
和平飯店很友善，除了樓上的套
房，其他都對非住店客人開放。只
是因為參觀打卡的人越來越多，最
好提前預約。此外，《繁花》中的排骨年糕（見圖）、船王炒飯
令人食指大動，也吸引了不少台胞前往品嘗。

由於留滬過年台胞不少，上海相關部門為台胞們準備了豐富
多彩的活動，讓他們體驗中華傳統文化。 「黃金萬兩」 、 「招財
進寶」 、 「龍行大運」 ……還有那些筆酣墨飽或是畫着活靈活現
龍首的 「福」 字，在一片歡聲笑語中流淌在筆尖，綻放在紅紙
上。最近，30多位在上海的台胞和台青在上海市台胞服務中心，
與上海書法名家共同參加 「寫春聯」 活動。

記者在現場看到，台胞們身着喜慶的服裝來到活動中，一邊
聽着大師們的指導，一邊臨摹大師們示範的作品。很多人說，原
本就愛好書法，這次有專家指導，平添一份信心，臨摹之餘也紛
紛寫下自己的作品。

在上海管理家族企業的台青史家怡也留在上海過年。她說，
「上海已經是我們的家，所以這次全家討論後，一致決定在上海
過年。」 對於新年願望，她希望在上海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台商陳泉宏和親人在佛山逛花市。
受訪者供圖

▲位於福州上下杭歷史文化街區、泉州西街等景點的 「龍元素」
藝術主題裝置接連亮相，吸引市民、遊客前往一睹為快。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