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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福州報道

從小我就生長在閩南的家庭，俯拾皆是閩南文化
的結晶之花。這些對我來講都像呼吸一樣自

然。閩南是許多台灣人的原鄉。」 閩南師範大學台灣青
年教師李姿瑩向大公報記者表示，出於對閩南文化的熱
愛，她把歌仔戲等閩南文化傳承融入課堂教學、社團指
導、講座演出。正是 「百年歌仔戲，並蒂開兩岸」 。李
姿瑩表示，包括閩南文化在內的中華文化在台灣島內開
枝散葉、開花結果，已內化為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流
淌在每位台灣同胞的血液中。未來她將繼續致力於閩南
文化的研究，努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搭建文
化和心靈的橋樑，讓兩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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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海基會董事長、桃園市前市長鄭文
燦因涉嫌貪污被檢調人員帶走，法院
裁定其以新台幣500萬元交保。

據了解，鄭文燦所涉案件疑與桃
園市一工業區土地擴大方案有關。檢
調部門已調查多年，去年底就向桃園
市政府調取資料，也約詢相關人員。

有地方人士指出，鄭文燦擔任桃
園市長任內涉及多樁土地開發爭議案
件，其執政一直遊走在法律邊緣。此
番面臨司法調查，大家並不覺得意

外。鄭文燦身為民進黨內位高權重的
政治人物，當局領導人、民進黨主席
賴清德應該要嚴肅面對，展現清楚態
度。

此外，台灣海基會7日證實，鄭文
燦已請辭董事長一職。鄭文燦今年6月
初才接任海基會董事長，請辭時距離
上任不過剛滿一個月，也讓其成為任
期最短的海基會董事長。

按照實例，海基會董事長一職，
由台當局領導人決定居多。過往主要
也是在領導人宣布任命決定後，由海

基會召開董監事會或臨時董監事會，
根據當局安排選出新任董事長。

輿論分析，鄭文燦本身是民進黨
重要政治人物，他在兩岸問題上的基
本立場不會和民進黨差異太大，走不
出民進黨的基本框架，立場仍受民進
黨當局領導人賴清德左右。

由於賴清德的兩岸論述與 「九二
共識」 相距甚遠，因此鄭文燦就如同
前幾任海基會董事長一樣，只是一個
「擺飾性」 人物。他的去或留，對兩
岸關係都沒有實質性意義。

鄭文燦涉貪請辭台灣海基會董事長 傳染病加暑熱 全台血庫拉警報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近期呼吸道疫情持續，又遇酷熱天氣
加上暑假出遊人潮，捐血量大幅減少，
全台血庫只夠用4.9天，其中以A型、O
型血最缺。

血液安全庫存量為7至10天，4至7
天屬於偏低，4天以下為急缺。據台灣
血液基金會統計，截至6日上午，全台
血庫只夠用4.9天，各血型庫存量都偏
低。其中A型血與O型血都只剩4.4天、
B型血剩6天、AB型血剩6.9天。

各縣市血液庫存量只有新竹捐血

中心7.4天正常，台北捐血中心4.6天，
台中捐血中心4.6天，高雄捐血中心4.2
天最吃緊。

台北捐血中心稱，最近捐血量不
如預期，已啟動減量供應給醫療院所。
影響捐血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極端氣
候，前段時間一直下雨，最近天氣又十
分炎熱，皆影響民眾出門意願。此外，
近期生病的人明顯增加，加上暑假出遊
潮，均導致捐血民眾銳減。

捐血中心呼籲，用血需求沒有寒
暑假之分，希望民眾踴躍挽袖捐血。

有些 「第一」
值得驕傲，但有些
「第一」令人憂慮。

台灣地區出生率之低，在全球國家和地
區中排 「第一」 。根據去年的統計，台
灣地區每位婦女平均僅生育1.09人，而
且已經連續34個月 「生不如死」 ，即出
生人數比死亡人數少，意味着台灣人口
開始出現負增長，對島內各領域的影響
逐漸浮現。教育界首當其衝。適齡學童
越來越少，學校招生越來越難，面臨被
「殺校」 （關閉）的可怕命運，於是竟

出現 「借學生」 的 「奇觀」 ，向其他學
校 「借學生」 ，以增加生源、免遭裁
撤。但這不過是權宜之計，絕非長久之
法。島內學界預料，今年將再有18所小
學停辦，將來至少有50所私立高中、40
所大專院校面臨轉型或退場。此外，出
生率低也導致適齡役男人數減少，島內
軍方出現兵源緊缺的問題，以致軍方近
年不斷提高 「免服兵役」 和 「服替代兵
役（只需參加12天軍事訓練）」 的門
檻，防止適齡役男逃避服正常兵役。

台灣地區出生率之低並非始於近

年，早在1984年其生育率就已低於能夠
維持人口結構穩定的2.1人（平均每位婦
女生育2.1人），2001年起低於1.5人
（平均每位婦女生育1.5人），之後跌跌
不休，2003年起低於1.3人（平均每位婦
女生育1.3人）。2021年島內生育率再降
低，平均每名婦女僅生育0.975名子女，
2022年則是創新低，台灣平均每位婦女
僅生育0.87人，2023年雖然微升至1.09
人，但仍是 「倒數第一」 。雖然台當局
已公布了一些刺激生育的措施，包括發
放生育津貼、託兒費用補助、結婚補

助，提高育嬰假支薪比例，增加帶薪產
檢假等，但效果並不明顯，因為這些措
施治標不治本。

台灣年輕人晚婚、不婚、不育，導
致島內出生率持續低迷。除了婚姻觀念
的轉變外，經濟因素是重要考慮，而低
薪則是最根本的原因。島內有大學學歷
者每年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由1995年的新
台幣63萬元，降至2022年約53萬元。島
內薪資過去20多年來陷於停滯狀態。低
薪、無房、無存款等多重問題交織在一
起，台灣年輕、中壯年群體處於 「工作

窮忙」 的困局，由此大大降低了年輕人
結婚生育的意願。

頗為諷刺的是，民進黨當局前領導
人蔡英文在執政時還吹噓 「台灣經濟20
年來最好」 ，但卻一直無法解決低薪問
題。5月剛上任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賴清德
一上台就叫囂 「兩岸互不隸屬」 的 「台
獨」 論調，進一步破壞兩岸關係，可見
仍是以意識形態掛帥，毫無改善民生經
濟之心。島內低薪問題恐將持續，加之
賴當局不斷營造 「備戰」 氣氛，讓台灣
年輕人如何能安心生育？

台灣社會陷入生不如死的困局
隔海觀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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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年在大陸
的時光，也是我自己

的 原 鄉 文 化 尋 根 之
旅。」 指導學生排練歌仔

戲，出版關於閩台、閩南文化
與文創的書《閩南文化與創意設
計》……台青李姿瑩在大陸的工作

生活充實，多姿多彩。
「台灣文創產業起步早、業態豐

富，注重溫度、深度。大陸文創產業雖然
起步稍晚，卻發展迅
猛。兩岸文創各有專
長，但守住的都是同
一個傳統文化。」 李

姿瑩說，她在學
校課程中也有文
創設計的教學工
作，希望通過創

意創新，讓中華傳
統文化 「潮」 起來，使閩南
文創成為兩岸年輕人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增進交流的紐帶。

日常在和學生討論案例時，李姿瑩會
時常提醒「文創」是文化與創意的結合，要
深耕文化，深入研究才能真正融會貫通。
她以保生大帝的手機殼為例，建議學生可
以把它設計成帶有凸起的小盒子，裏面可
以放每天要吃的藥，寓意 「保生大帝保佑
身體健康」 。

「漳州是一個節奏悠然、生活閒適的
城市，我很喜歡這裏的閩南文化。」 李姿瑩說，在
這裏生活，常常響在耳邊的是熟悉的鄉音──閩南話，這
點更讓她對漳州多了份好感。 「當初牽引我來到這裏的，
除了對閩南文化的熱愛，還因為我的丈夫徐雁飛。」

李姿瑩回憶道，2013年她首次赴漳州，參加當年的海峽兩岸青
年閩南文化研習營。而彼時漳州詔安小伙徐雁飛擔任研習營活動的導
遊，與李姿瑩因此相識，之後相愛。

2018年，因為福建省引進台灣高層次人
才政策的利好，李姿瑩下定決定扎根漳州。次年，
她與徐雁飛組建家庭。

來漳州六年，李姿瑩早已視這裏為第二故鄉，
「漳州的古城老街、閩南美食，熟悉的鄉音，親切的街坊鄰居，還

有我最愛的家人，這一切都讓我深深愛上這個第二故鄉。」 李
姿瑩表示，現在台胞在大陸生活越來越方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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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台，進一步推動了兩岸融合發展的進
程。她在大陸享受到醫保同等待遇，順利換取大陸
駕照等，閩台深度融合的溫度讓她內心 「暖暖
的」 。

並
蒂

▲閩南師範大學台灣教師李姿瑩帶領學生表演歌仔戲《開漳聖王傳奇》，圖為參賽錄製結束合影留念。受訪者提供

閩南文化牽線 有情人
終
成

眷
屬

▲台灣青年教師李姿瑩（中）最開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成了
學校戲曲協會的歌仔戲指導老師。

讓
傳
統文化潮起來

▲

李
姿
瑩
和
學
生
合
影
留
念
。

◀李姿瑩指導學
生 表 演 歌 仔 戲
《九龍江與水仙
花》。◀李姿瑩在大陸收穫事業與愛情。

台教師研究閩南習俗 搭建兩岸心靈橋樑

▼李姿瑩和學生去年參加在瀋陽舉行的 「海峽兩岸傳統音樂
類非遺代表性項目展演」 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