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兩岸

在蛇年春節，福州外語外貿學院的台灣體育教師康永明第一次帶着家人在
大陸過年。其間，他們遊覽了湖南張家界、鳳凰古城等地，體驗了在台島少見
的雪景，還在福州看了花燈，大讚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年味」 。康永明還透
過視頻與在台灣的親友相互拜年。他表示： 「我們一家人在大陸感受到了濃濃
的過年氛圍，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圓圓滿滿。福州讓我們有了家的認同感，祝願
祖國在新的一年更加繁榮昌盛。」

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報道

康永明曾是台灣新竹市香山高中的英式欖
球隊教練，任教已20年。此前，他經常帶學生
赴大陸參加欖球比賽。2023年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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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意見》）發布，《意見》提出鼓
勵台胞來閩就業等惠台政策，讓康永明很心
動，於是去年1月他辭去了在台灣穩定的教職
工作，來到福建尋找人生 「下半場」 。一切安
頓好後，同年暑假，康永明把妻子和兩個孩子
都接來福州生活。

今年是康永明和家人在福州過的第一個春
節。其間，康永明做好了充實的規劃，期待在
大陸感受不一樣的年味。他表示： 「我們希望
帶着孩子在大陸 『行萬里路』 。一個城市有一
個城市的味道，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傳統，
所以今年過年我們一家四口開啟了湖南張家
界、鳳凰古城和長沙的七天家庭春節旅行，從
『圍爐守歲話家常』 到 『旅
行過年看大陸』 。」

旅行過程中，康永明每
天拍照發朋友圈，晒風景、
晒小吃、晒感悟。到達張家
界的首日，康永明拍到了雲
海繚繞 「仙氣飄飄」 的風
景，開心地發了朋友圈，配
文道：仙境張家界，美景正
當時。盛世華誕，愛我中
華！ 「第二天，我們爬了海
拔1500多米的天門山國家森
林公園，群峰被積雪點綴，
兩個孩子首次體驗雪景，都
非常激動。」 康永明說，
「來到湘西，民族文化也讓
我們着迷。尤其是《魅力湘

西》的表演，有哭嫁、爬樓、茅古斯舞等民俗
文化節目，很震撼。」 當康永明看到大陸的民
族傳統文化被完好保存，並通過藝術家的精彩
演繹重獲新生，覺得不虛此行。

康永明說，在福州就讀初一的女兒已經認
識了不少大陸的好友，無論是徒步登山、觀賞
美景，是探尋古蹟、品味文化，還是過年旅行
途中感受到的溫暖和善意，女兒都一一透過微
信和她們分享，彼此都能找到共同的興趣和話
題，感覺很溫馨。女兒同時也會把此行見聞分
享給島內朋友，讓他們知道大陸真實的進步發
展情況，並不像島內的一些報道那麼負面。

明年接父母到福州過年
「兩岸血緣相親，文緣相近，過年吃年夜

飯，給小孩子包紅包，守歲……幾乎是一模一
樣的。我們在大陸過年沒有任何不習慣的地
方，感覺很親切、溫馨。」 康永明妻子王怡文

覺得，在福州，大家走親訪
友，逛公園燈會，各式各樣
的春節活動非常喜慶熱鬧，
讓人感受到新春的朝氣和力
量。

大年初二旅遊歸來，王
怡文給在台北的父母打了拜
年電話，邀請他們明年一定
要來福州過年團聚，並計劃
帶他們去溫泉泡湯，到三坊
七巷走走逛逛，感受一下福
州的年節氣氛。

過年期間康永明一家人
還和大陸朋友一起圍爐吃火
鍋，代表熱騰騰的圓滿，大
家互道祝福，並期許新的一
年 「大吉大利」 。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賴國良

《甄嬛傳》在台熱度不減 觀看人數屢創新高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

道：農曆新春佳節，不少在滬台胞已
經在上海安家落戶，紛紛選擇留滬過
年，滬上各界也為他們安排了豐富多
彩的活動，讓他們感受到更多家的溫
暖。如上海浦東的康橋鎮，特別和台
胞機構合作，推出了 「瑞蛇賀歲 福
滿康橋──非遺韻里的村晚時光」 活
動。在康橋社區常住的眾多台胞家庭
也興致勃勃地前來參加，和上海市民
一起捏麵人，畫糖畫，製作中國結，
寫春聯，台灣藝術家洪子琁還帶着女
兒一起到現場教居民們製作傳統手工
藝品，現場一派濃濃的喜慶氣氛。

在滬從事藝術教育的台胞洪子琁
就居住在康橋鎮，這次擔任活動志願
者前來教授現場居民們製作非遺手工
藝品。 「你看這個小小的竹編燈籠，
加上紅果和鈴鐺裝飾，像不像台灣的
鳳梨？鳳梨在閩南語中的發音近似
『旺來 』 ，祝願大家新春福旺財

旺。」 說話間，洪子琁巧手一轉，一
件漂亮的掛飾已經成形，引得周圍的
「學員」 都躍躍欲試。

洪子琁說，已經在上海工作生活
多年，因為兩岸同根，過年習俗都差
不多，而且女兒已經在上海讀大學，
所以經常選擇留滬過年。 「互動的同

時，能讓居民們了解兩岸春節民俗的
『大同小異』 ，我非常開心。」

感受上海濃濃「年味」
76歲的台胞李淑華也來到活動現

場。她說，20年前兩個兒子先後來大
陸工作，她也就跟着兒子來上海定
居。漸漸的，這裏還集聚起更多台胞
鄉親，讓她感到和台灣沒什麼兩樣。
李淑華說，上海宜居的環境，吸引了
全家人，平日還非常喜歡參與社區活
動。這次迎新賀歲活動，她和小兒子
及四個孫輩齊齊現身，和社區居民們
共同迎接新春佳節。

上海社區舉辦村晚台胞編織寓意旺來

台胞：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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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月20日美

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台灣方面本想藉此
「蹭熱度」 炫耀 「台美堅如磐石的關

係」 ，不料被美方倒頭淋了一盆冷水。
台方代表團在出發前就接到美國的

通知：台方代表團不能參加特朗普就職
典禮。最後，台方人員雖然到了美國，
但只能分別在美國國會山莊內的遊客中
心解放廳和 「第一資本體育館」 貴賓區
透過大屏幕觀禮。這分明是受到了美方

的 「冷待」 ，但台灣方面為了掩飾這尷
尬的境地，竟然吹噓 「美方的安排突破
歷年台方代表團出席美國總統就職典禮
觀禮的最高規格」 、台方代表團站的位
置 「距離特朗普僅25米」 云云。殊不知
這 「25米」 離特朗普實際就職演講的大
廳還隔了幾堵牆。台當局自吹自擂，實
則反映其內心的不安與焦慮，也再次證
明了台當局不過就是美國的一枚棋子：
有用時，呼之則來；沒用時，揮之則去。

其實，台方代表團在美國受到 「冷
待」 ，並不令人意外。特朗普當選後就

頻頻向中國大陸 「拋媚眼」 ，先是傳出
要邀請中方領導人參加其就職典禮，上
任後又放出風聲說 「有意在上任100天內
訪問中國，在訪華之前不會想把中美關
係搞僵」 。這一系列動作的目的可謂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無非就是

希望中方協助結束俄烏戰事。去年選舉
期間，特朗普曾聲稱 「自己當選後將在
24小時內結束俄烏衝突」 。雖然這是誇
大其詞的說法，但足以反映其迫切希望
結束俄烏戰事的心態，因為他希望盡快
減少美國為俄烏戰事付出的經濟成本。

為了兌現這一選舉承諾，特朗普必須拉
攏中國大陸，而台灣方面當然只能被晾
在一邊了。

春節前，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應約
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魯比奧表
示，美方不支持 「台灣獨立」 ，希望台
灣問題以海峽兩岸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
和平解決。雖然這是美國一貫的官方聲
明，但出自魯比奧這位曾是 「知名」 的
「抗中挺台」 鷹派人士之口，確是一個

微妙的 「表態」 。此外，相較於拜登政
府任內的美日印澳外長 「四方安全對

話」 、七國集團峰會或北約會談中多會
炒作台灣問題，上月底，魯比奧與日印
澳外長舉行 「四方安全對話」 會議，其
聯合聲明並未提到台灣。

這些年美國為了保住 「世界一哥」
的霸權地位，確實在科技、經貿方面極
力打壓中國大陸，但隨着中方實力不斷
增長，美方在一些國際事務上也不得不
尋求中方的斡旋。這時台當局就成了美
方的 「棄子」 了。當美方也要尋求與中
國大陸對話，民進黨當局 「抗中」 的老
路還能走多久？

台當局棄子命運冷暖自知
隔海觀瀾
朱穗怡

「在大陸過年不會有身在異
地的感覺，只會氛圍更好，感覺
更溫暖。」 談及在大陸度過的首
個春節，來自台中市的武漢台灣
高新青創聯合營運處營運長林伯
洋興奮地表示，這個年他過得很
充實，幾乎每天都有滿滿當當的
行程，遊市集展覽、賞演藝花
燈、品美酒美食、打卡 「武漢剪
紙」 非遺手工製作，感受大陸濃
濃年味。 「我的女朋友是武漢本
地人，過年她帶我逛了武漢唯一
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歸
元廟會，年味滿滿，讓我印象很
深刻。」

去年10月，林伯洋第一次赴
大陸參加湖北武漢 「台灣周」 ，
對武漢產業、市場印象深刻，尤
其被武漢江景吸引，不久後他果
斷選擇赴大陸發展，入駐武漢市
台灣青年創業基地，非常看好精

準醫療領域並打算在武漢重點發
展。

「年前十幾天，武漢街道上
就掛上了中國結、紅燈籠，大街
小巷年味逐漸濃厚，我那時就感
受到武漢市民的節前儀式感
了。」 今年武漢作為央視蛇年春
晚四大分會場之一，讓林伯洋倍
感自豪。林伯洋笑言，今年是他
第一次看春晚，當看到武漢分會
場主題節目《星漢耀江城》精彩
亮相時，一隻絢爛的火鳳凰引領
觀眾翱翔於武漢上空，荊楚文化
博大厚重的氣息撲面而來，他禁
不住直呼 「太燃了！」

「從總台春晚的 『科技狠
活』 看到了大陸科技創新步履不
停。」 林伯洋表示，這是他第一
次真正體會大陸同胞過年看春晚
的樂趣，真正感受到了兩岸中國
人迎接農曆新年的幸福和喜悅。

▲台灣青年林伯洋首次留在武漢過春節。圖為他和台胞朋友參加 「2025武漢台胞過大年暨青
山非遺體驗行」 活動。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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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春晚《星漢耀江城》驚艷台灣青年

「大陸年味比台灣濃郁，當地
的美食、濃濃的人情味都讓我感到
『巴適得板』 （四川方言，指 『非
常舒服』 ）。」 2025年的春節對
於台灣嘉義縣 「90後」 青年程浩而
言很不一般，這是他第一次在大陸
過春節。大年初一，第二屆台灣美
食季活動在四川成都新津區斑竹林
景區開啟，受好友、台灣美食季策
展人李偉國的邀請，程浩帶着新港
飴等嘉義特產前來參展。特產頗受
成都當地市民歡迎， 「幾乎都快銷
售一空了。這讓我對未來發展充滿
信心。」

去年底，程浩首次赴大陸是
去福建平潭領取大陸互聯網營銷
師職業技能等級證書。 「有了大
陸執業證書，今後求職的渠道更
寬了。」 他說，今年他的新年願
望是希望未來在大陸發展，利用
自身的互聯網營銷專業拓展更多
的大陸市場渠道，讓更多人嘗到
正宗的台灣味道。

在除夕夜，程浩和近三十位

留在成都過年的台灣同胞一同度
過。大家圍坐在圓桌旁，共品成
都特色年夜飯：川香肘子、水煮
脆舌片、泡椒牛蛙……共敘親
情，互贈新春的美好祝福。程浩
感慨地說： 「在台灣，我們吃年
夜飯時，桌上通常會有一道魚，
寓意着年年有餘。這裏的年夜飯
也有魚，體現了兩岸文化同根同
源。」 程浩還通過視頻連線，向
在台灣的家人送去新年祝福。
「我希望明年過年能帶父母來大

陸走走逛逛，一起感受大陸過年
的氛圍。」

正月初一，學打四川麻將；
正月初二，逛成都環球中心；正
月初三，體驗成都非遺蓋碗
茶...... 打開程浩的微信朋友
圈，記者看到的是豐富的活動安
排。在程浩的眼中，成都既有憨
態可掬的熊貓、熱鬧沸騰的火
鍋、高樓林立的建築、時尚活力
的街區，也有溫柔的夜色和市井
煙火。

春節參展拓銷路 嘉義特產受歡迎

▲台灣青年程浩（右）在春節期間帶
着嘉義特產參加在成都舉行的台灣美
食季活動。

▲台胞康永明一家春節期間到湖南
鳳凰古城旅遊。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大陸
電視劇《甄嬛傳》播出十餘年來，在兩
岸長盛不衰，自2022年起，每逢春節還
在台灣進行24小時不間斷的 「馬拉松式
直播」 ，成為許多台灣民眾過春節的
「固定節目」 。2025年自1月23日在台
開播至今，線上觀看人數屢創新高。

《甄嬛傳》雖已是14年前的 「舊
劇」 ，卻依然受到台灣民眾歡迎。從
2022年春節開始播映後，第一年就破1
萬人同時在線觀看，第二年3萬人，
2024年最高曾吸引6.1萬人在線觀看。
到了2025年，《甄嬛傳》在台灣依舊熱
度不減。在2月1日開工日前播出的最後

一次「皇上駕崩」橋段，更是吸引了超過8
萬名網友同時在線觀看，最高人數一度
突破8.3萬人，創下最新紀錄。

對於這部14年前的電視劇為何至今
仍能像賀歲片一樣每年輪播不斷，有台
媒就此分析稱，甄嬛的人物設定十分關
鍵，其堅強的性格和高明的手腕抓人眼
球。其次，劇中的不少台詞設計都向觀
眾傳遞出為人處世的哲理，甚至可用
「做人處事受用一輩子」 來形容。也有
網友提到，除了劇集本身精彩、質量過
硬，配合聊天室才是吸引大量觀眾在線
觀看的關鍵所在。一邊追劇，一邊和大
家互動聊天才有過年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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