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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來大陸之前，陳瑪
莎在台灣從事建築行業，
而做出去大陸發展的決定

完全因為一次偶然的相
遇。2019年，陳瑪莎在高
雄市認識了當時在廈門讀
研的南寧姑娘韋肖佳祺。
兩人逐漸成為好友，在韋

肖佳祺的邀請下，2021年瑪
莎從台灣來到廈門，開啟了她大

陸生活的第一站。 「當時想在廈門
開一家台式便當店，沒想到遇到了新冠疫

情。」 陳瑪莎無奈地說，自己當時購置了齊全的
開店設備只能存放在原本就不寬敞的出租房。
「當時韋肖佳祺正好畢業，她不喜歡按部就班的
工作，於是我們瞄準了機遇更多的短視頻賽
道。」 一連串的偶然讓陳瑪莎和韋肖佳祺從生活
中的好友，又變成工作上的搭檔。

一開始，她們先在廈門創業，拍攝福建的
美食和旅遊短視頻，但由於覺得廈門房租較高，
韋肖佳祺便邀請陳瑪莎一起到廣西發展。 「其實
去廣西之前，我就很喜歡那裏的螺螄粉，所以在
螺螄粉的 『誘惑』 下，決定去廣西看一看。」

「快閃」小吃攤開啟創業新模式
從台灣到廈門，再從廈門到廣西，陳瑪莎

說自己的決定雖然都充滿了偶然，但卻因偶然的
際遇讓她收穫了意外的美好。 「我們第一個點讚
破萬的視頻內容就是關於吃螺螄粉，在這個視頻
的評論裏，大陸的網友又給我推薦了很多其他地

方的特色美食，邀請我
去品嘗。」

「要來一份台灣的正宗小吃 『甜
不辣』 嗎？」 在陳瑪莎的吆喝聲中，路過
的行人自覺排起購買的隊伍，而在購買的人群
中，也有專程從外地趕來南寧的粉絲。 「其實
經常有網友問我，我一個台灣女生是怎麼賺錢去
大陸這麼多城市旅遊的？答案就是做這個快閃的
小吃攤，這是我們籌集旅行經費的方法之一。」
陳瑪莎告訴大公報記者，短視頻雖然帶來了一定
的流量，不過卻並未產生太多的經濟效益，為了
能有更多經濟收入，她們也在不斷嘗試新的創業
方式。

「我從小就對美食有種天然的熱愛，在廣
西就吃了各種各樣的米粉，所以我也想把台灣特
色的小吃介紹給大陸民眾。」 為了籌措下一段旅
程的旅費，陳瑪莎和韋肖佳祺在南寧進行了10
天的 「快閃」 小吃攤嘗試，而韋肖佳祺也坦言，
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兼職擺攤」，也是她們思
考從線上轉戰線下而進行的一次 「商業實驗」 。

「很多粉絲看了視頻來買我們的 『甜不
辣』 ，因此喜歡上台灣的美食，而在台灣也有不
少網友看了我們介紹大陸美食的視頻，專門跟着
到大陸來打卡。」 陳瑪莎很高興自己能用味覺為
兩岸民眾架構起相互交流的橋樑。

「我是大陸網友在台灣的人脈，也是台灣
網友在大陸的人脈。」 暢想未來，陳瑪莎說自己
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她不確定未來會怎樣執
行，不過通過她的鏡頭能讓兩岸的朋友增進了
解，就讓她感覺自己做的事很有意義。

遊歷大陸50城市 台青變身旅遊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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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南投縣長許淑華6月30日表示，之前
有里長選前到大陸旅遊，台當局用
「反滲透法」 予以起訴或判刑，阻擾
民間交流，這樣的意識形態來限制人
民，須被討論修正。

國民黨30日在南投舉辦議會改革
說明會，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許淑
華、「立委」馬文君及游顥等均到場。
朱立倫在會中宣講推動議會改革，並
要求調查進口蛋、疫苗等弊案。

許淑華說，藍白合作現在是相對
多數，很多利民的法案可以重新檢
討，國民黨 「立委」 更展現戰力及為
民爭取福利的決心。

許淑華強調， 「反滲透法」 當年
被民進黨強行通過，卻對民眾產生諸
多限制，像去年選舉時，不少鄉親去
對岸單純旅遊，回台後就被傳問，有
里長因此被起訴或判刑，當局用政治
意識形態阻擾民間交流，這惡法須被
重新討論修正。

台里長赴大陸旅遊竟遭台當局起訴 宮廟變彈藥庫台民眾批賴渲染戰爭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苗栗縣有多家宮廟最近接獲苗栗縣後
備指揮部公文，要求協助簽訂 「彈藥預
屯點支援協定書」 ，內容指預期戰爭
前，需要將彈藥運往宮廟內部空地，該
公文引發當地民眾人心惶惶，不少人擔
心是否真的要發生戰爭。

苗栗縣後備指揮部6月17日發公
文給苗栗縣各宮廟，銅鑼鄉至少有3座
宮廟收到此公文。公文內容主旨為 「函
請宮廟協助簽訂彈藥預屯點支援協定

書」 ，並指稱苗栗縣後備旅彈藥預屯
點，從今年6月1日起，預期戰爭衝突
前，將由新社分庫前運至宮廟內部空
地，以利後備旅部隊彈藥補充使用，持
續部隊戰力發揮。

各大宮廟收到公文，意見反應不
一，不過多數地方居民人心惶惶，更有
人質疑台當局領導人賴清德上任以來，
兩岸關係沒有改善，讓人害怕發生戰
爭，而且宮廟常有燃放鞭炮、紙錢，若
不慎引燃彈藥，引發意外誰要負責任。

「當劇中寶總
穿上訂製西服、梳
起油頭，點煙、拿

酒杯加上一抹微笑，讓台灣劇迷 『不分
男女全部淪陷』 」 ──台灣輿論對《繁
花》劇中人物的點評生動幽默，盡顯對
這部正在島內熱播的大陸電視劇的喜
愛。尤其飾演 「寶總」 的大陸演員胡歌
近日赴台交流，雖然只是 「旋風式」 訪
問，但所到之處仍被大量粉絲和媒體包
圍。他在台北與青年導演、創作者進行
對話，交流演藝經驗，激發台灣年輕人
的創作靈感。雙方互動輕鬆有趣。正如

台媒指出， 「胡歌赴台的意義絕不僅限
於閃耀其個人明星光環，更重要的是撬
動了看待兩岸關係的視角，即民間交流
的存在。只要民間能夠持續保持交流的
熱度，兩岸關係就能夠以一種蓬勃生長
的姿態，呈現在兩岸民眾的心領神會
中。」

這些年民進黨在島內執政，由於其
「逢中必反」 、死抱 「台獨黨綱」 ，導

致兩岸（官方）聯繫溝通機制停擺，兩
岸關係大幅倒退。對於兩岸民間交流，
民進黨當局亦百般阻撓：台灣民眾喜歡
看大陸劇集，民進黨當局就禁止大陸影

視平台 「愛奇藝」 在島內落地；台灣民
眾喜歡上淘寶網購物，民進黨當局就逼
「淘寶台灣」 退出台灣市場；台灣民眾
到大陸擔任社區助理，民進黨當局竟開
出罰單；台灣民眾喜歡吃大陸美食，民
進黨當局竟禁止出售大陸螺螄粉；台灣
民眾希望登陸參加海峽論壇等交流活
動，民進黨當局便進行打壓和恐嚇。

然而，在網絡時代，民進黨當局的
禁令完全擋不住兩岸民間交流。沒有
「淘寶台灣」 ，台灣民眾就直接上淘寶
網購物。有報告顯示，香港、澳門和台
灣地區以及海外上淘寶網購物，以台灣

地區的市場貢獻最大、市佔率最高。
「愛奇藝」 不能在台灣落地，但島內電
視台或其他影視平台也有不少熱門的大
陸劇集。最近相當紅火的兩部大陸電視
劇《繁花》和《慶餘年（第二季）》就
正在台灣熱播。《繁花》首播即在島內
相關平台的戲劇排行榜居榜首。民進黨
當局不樂見台灣民眾到大陸參訪、就
業、創業，但近年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
人到訪大陸。就連原本被視為 「親綠」
的台灣網紅鍾明軒去大陸遊歷後也表示
「很喜歡大陸這個地方」 。

民進黨當局對於兩岸交流 「喊打喊

殺」 ，但 「身體是最誠實的」 。像蔡英
文、蘇貞昌這些民進黨要角被揭發追看
大陸電視劇，而蘇貞昌甚至還能背出大
陸電視劇的台詞。有民進黨 「立委」 還
在電腦上下載了 「愛奇藝」 平台以方便
「煲劇」 。民進黨企圖令兩岸回到過去
「老死不相往來」 的年代，但交流的大
門一旦打開，便再也關不上了。兩岸同
胞血脈相連、同文同種，容易對影視劇
等優秀文化作品產生情感共鳴，流淌在
廣大台灣同胞血液裏的中國文化基因，
是民進黨當局怎麼搞 「去中國化」 、怎
麼破壞兩岸文化交流，都改變不了的。

從《繁花》到《慶餘年》兩岸文化交流擋不住
隔海觀瀾
朱穗怡



「我曾經在台灣大學校園裏
問過台灣的大學生最想去大陸哪
裏旅行，大家回答的第一名答案
就是新疆。」 去年，陳瑪莎和韋
肖佳祺踏上新疆的旅程，在新疆
她們和其他朋友從南疆自駕去北
疆，沒有既定的行程或計劃，遇
到喜歡的城市就會多待幾天。
「我去了新疆後發現，新疆最美
的風景就是各民族的人們，他們
非常熱情，會把最好的東西拿出
來和我分享。」 陳瑪莎說她們在
新疆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新疆
可以說是她們的 「靈感繆思」 ，
在新疆3個多月的旅途中她們拍了
不少有趣的視頻。

「在新疆，我們遇到很可愛
的小朋友，認真地教我寫他們的
名字。我記得名字好長一串，我
還加了他們的微信，經常有保持
聯繫。」 陳瑪莎說她們在新疆旅

遊的過程中，不單遇到了很多有
趣的人們，而且還在偶然的機會
裏，嘗試為新疆的果農直播帶
貨，為兩人遇到瓶頸的新媒體創
業帶來新的轉機。

「我們當時在新疆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輪台縣，路過一個杏
子園，也沒吃過，但試吃後感覺
特別甜特別好吃。」 第一次吃杏
子，陳瑪莎說感覺就像蜂蜜一
樣甜，當聽到果農說杏子滯
銷，她們便想通過直播幫助當
地的果農。 「那是我們第一次
直播，不懂技巧，全恁真情實
意。」 韋肖佳祺打趣說，在熱
心粉絲的支持下，儘管做得並
不完美，但仍通過直播幫果農
賣出了好幾百箱杏子。 「今年小
白杏成熟的季節，我們會再去一
次，繼續幫維吾爾族的果農們通
過直播打開杏子的銷路。」

在大陸的3年裏，陳瑪莎和韋
肖佳祺在北京感受到了古都的厚
重與歷史的沉澱；在上海領略了
現代都市的繁華與活力；在成都
品味了悠閒的生活與美食的誘
惑……她們一邊掙錢一邊旅遊，
遊歷了大陸50多個城市，除了沿
途的風景，最令兩人感動的是途
中遇到過的人，形形色色的人讓
她們體味到生命的精彩。 「一開
始我們主要是介紹大陸不同城市
的美食，直到我們遇到了各地有
趣的朋友，我們也希望分享他們
的故事。」 陳瑪莎說道。

在新疆的路上，她們遇到了
從成都騎着共享單車到新疆帕米
爾高原的17歲小伙烏鴉；在山東
淄博想品嘗特色當地燒烤排不上
號，於是被來自大陸各地熱情的
顧客 「投餵」 到飽；在雲南中緬
邊境，遇到熱情的傈僳族奶奶想
要將瑪莎 「領回家」 ……陳瑪莎

和韋肖佳祺將旅途遇到的人通過
視頻分享，吸引了不少網友的關
注，更有網友留言感嘆： 「謝謝
你，讓更多人了解我的民族！」
陳瑪莎幽幽地說，其實旅遊需要
花費不少錢，為了支撐拍攝計
劃，去年她一度中斷了在大陸的
拍攝，回到台灣做建築工人。當
積攢了足夠的錢後，她又回到大
陸，繼續她的夢想。 「為了省
錢，我們外出拍攝，一般只住每
晚80至100元（人民幣）房費的
旅館。」

雖然賺錢旅遊的過程有點
苦，但是陳瑪莎和韋肖佳祺都表
示還會繼續嘗試不同的賺錢渠
道，以不斷實現自己的夢想。
「現在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要

賺錢，畢竟有錢我才能在大陸繼
續追逐我的夢想。我希望能走遍
祖國的大好山河，去看更大的世
界，去遇見更多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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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帶貨 助新疆杏子拓銷路

一邊掙錢一邊旅遊 盼走遍祖國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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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陳瑪莎
在旅途中遇到
新疆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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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陳瑪莎在新疆以直播台青陳瑪莎在新疆以直播
帶貨的方式幫助當地農民銷帶貨的方式幫助當地農民銷
售白杏售白杏。。

▲台當局阻撓兩岸民眾往來，不得人
心。圖為清明節在桃園機場，島內不少
民眾搭機赴大陸探親。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