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中
市
數
位
發
展
局
長
林
谷
隆
日
前
在
台
灣
亞

洲
大
學
畢
業
典
禮
高
唱
大
陸
社
交
平
台
流
行
歌
曲

《
大
展
鴻
圖
》
，
台
灣
成
功
大
學
畢
業
典
禮
上
也
有

畢
業
生
高
唱
此
曲
，
帶
來
歡
樂
與
笑
聲
，
引
發
兩
岸

熱
議
。針

對
有
綠
營
市
議
員
竟
聲
稱
，
林
谷
隆
選
擇
以

大
陸
網
絡
文
化
中
最
具

﹁統
戰
性
﹂
、
娛
樂
包
裝
明

顯
的
歌
曲

﹁嘩
眾
取
寵
﹂
，
令
人
遺
憾
。
台
灣
亞
洲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專
業
畢
業
生
葉
傑
青
向
《
大
公
報
》

表
示
，
林
谷
隆
用
年
輕
人
喜
歡
的
流
行
語
來
表
達
對

大
學
畢
業
生
的
祝
福
無
可
厚
非
。

﹁兩
岸
都
是
中
國

人
，
口
味
都
一
樣
，
很
接
地
氣
。
﹂
葉
傑
青
說
，
最

近
他
身
邊
的
同
學
都
對
《
大
展
鴻
圖
》
的
說
唱
版
很

着
迷
，
循
環
播
放
，

﹁我
平
時
就
很
喜
歡
說
唱
，
從

一
開
始
的
單
純
對
口
型
耍
帥
，
到
現
在
變
成
拍
啥
都

能
配
一
首
《
大
展
鴻
圖
》
，
感
覺
非
常
搞
笑
和
解

壓
。
﹂葉

傑
青
表
示
，
他
手
機
歌
單
裏
面
的
大
陸
歌
曲

比
台
灣
歌
曲
多
。
台
灣K

TV
點
播
排
行
榜
前
10
名
有

一
半
是
大
陸
歌
曲
，
其
中
好
多
是
網
紅
歌
曲
。
讓
台

灣
青
年
熱
衷
的

﹁大
陸
製
造
﹂
，
不
僅
有
音
樂
。
兩

岸
青
年
人
有
一
樣
的
美
食
愛
好
、
一
樣
的
文
化
品

位
，
在
流
行
文
化
和
生
活
方
式
上
互
為
交
流
再
正
常

不
過
了
。
近
年
，
大
陸
的
通
俗
流
行
文
化
全
方
位
發

展
，
讓
島
內
更
多
年
輕
人
獲
得
越
來
越
豐
富
的
信

息
，
台
灣
年
輕
人
喜
歡
吃
大
陸
零
食
，
喜
歡
看
大
陸

影
視
劇
，
喜
歡
唱
大
陸
歌
曲
，
已
經
成
為
一
種
潮

流
、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

台
年
輕
人
厭
惡
綠
營
政
治
操
作

﹁全
世
界
都
在
跳
《
大
展
鴻
圖
》
，
在
畢
業
典

禮
上
聽
到
同
學
演
唱
這
首
洗
腦
神
曲
，
現
場
氛
圍
嗨

到
爆
。
這
是
現
在
台
灣
年
輕
人
中
最
火
的
一
首

歌
。
﹂
台
灣
成
功
大
學
畢
業
生
趙
修
毅
表
示
，
音

樂
的
傳
遞
是
無
法
阻
隔
的
。
他
認
為
沒
有

必
要
搞

﹁政
治
化
﹂
，

﹁在
生
活
中

唱
大
陸
流
行
歌
曲
是
很
正
常
的

事
。
﹂

島
內
學
者
何
溢
誠
向

《
大
公
報
》
表
示
，
林
谷
隆

在
亞
洲
大
學
畢
業
典
禮
唱
大

陸
流
行
歌
，
學
生
齊
呼

﹁大
展
鴻
圖
﹂
的
互
動
，
本

是
創
意
與
溫
情
的
結
合
。
綠
營
卻
將
其
扭
曲
為

﹁失

莊
重
﹂
，
這
種
對
青
春
活
力
的
壓
制
，
只
會
讓
年
輕

一
代
更
厭
惡
泛
政
治
化
。

﹁大
展
鴻
圖
﹂
本
是
送
給

應
屆
畢
業
生
最
樸
素
的
祝
福
，
如
今
卻
被
綠
營
捏
造

成
政
治
枷
鎖
。
當
民
進
黨
連
大
學
畢
業
生
唱
什
麼
歌

都
要
扣
上
紅
帽
子
時
，
暴
露
的
不
僅
是
其

﹁台
獨
﹂

意
識
形
態
作
祟
，
更
是
對
台
灣
民
主
自
由
的
破
壞
。

何
溢
誠
認
為
，
民
進
黨
號
稱
所
謂

﹁民
主
進

步
﹂
，
卻
總
是
扼
殺
多
元
文
化
，
尤
其
是
來
自
大
陸

的
傳
統
和
流
行
文
化
，
非
把
台
灣
變
成

﹁一
言
堂
﹂

不
可
。
其
實
，
兩
岸
同
文
同
源
，
具
有
共
同
的
文
化

基
因
，
很
多
台
灣
歌
手
的
成
名
歌
曲
，
大
陸
民
眾
也

都
能
琅
琅
上
口
，
成
為
兩
岸
同
胞
共
同
的
情
感
記

憶
。
如
今
，
綠
營
只
因
《
大
展
鴻
圖
》
源
自
大
陸
，

便
將
其
污
衊
為

﹁文
化
滲
透
統
戰
工
具
﹂
，
甚
至
指

責
傳
唱
者

﹁嘩
眾
取
寵
﹂
。
這
種

﹁逢
中
必
反
﹂
的

嘴
臉
，
暴
露
了
民
進
黨
當
局
的

﹁唯
綠
是
從
﹂
的
畸

形
思
維
。

大
陸
文
化
風
靡
台
島
﹁沒
時
差
﹂

近
年
來
，
大
陸
流
行
文
化
早
已
風
靡
台
灣
社

會
。
兩
岸
同
胞
尤
其
是
兩
岸
年
輕
人
群
體
，
在
審

美
、
流
行
文
化
等
方
面
毫
無

﹁時
差
感
﹂
。
大
公
報

記
者
採
訪
中
發
現
，
像
台
灣
成
功
大
學
趙
同
學
一

樣
，
不
少
台
灣
青
年
雖
從
未
來
過
大
陸
，
但
對

T ik T o k

、
小
紅
書
等
大
陸
社
交
平
台
，
對
大
陸
知
名

影
視
劇
瞭
如
指
掌
，
熟
知
大
陸
網
絡
流
行
語
。
台
灣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畢
業
生
陳
同
學
受
訪
時
表
示
，
以
前

大
陸
流
行
的
，
往
往
過
一
陣
子
才
能
傳
到
台
灣
，
現

在
則
很
快
就
能
入
島
，
台
灣
年
輕
人
更
快
追
上
潮

流
。

此
外
，
抖
音
等
短
視
頻A

P
P

上
熱
梗
幾
乎
沒
有

時
差
地
在
島
內
形
成

﹁現
象
級
﹂
傳
播
。
繼
大
陸

﹁求
佛
﹂
、

﹁科
目
三
﹂
舞
步
之
後
，
《
大
展
鴻

圖
》
又
火
到
了
島
內
，
不
少
台
灣
年
輕
人
表
示

﹁只

要
聽
兩
遍
就
會
上
癮
﹂
，
還
會
自
編
舞
蹈
，
通
過
了

解
大
陸
流
行
文
化
，
也
開
始
對
大
陸
的
看
法
有
所
改

觀
，
不
再
輕
易
聽
信
綠
營
對
大
陸
的
抹
黑
，
更
產
生

了
到
大
陸
旅
遊
、
學
習
、
工
作
的
念
頭
。
台
灣
大
學

陳
同
學
表
示
，
由
於
文
化
上
擁
有
天
然
的
親
近
感
，

才
會
讓
兩
岸
民
眾
自
發
地
喜
歡
上
來
自
對
岸
的
流
行

文
化
，
從
而
拉
近
彼
此
距
離
。
而
這
不
是
人
為
的
政

治
因
素
可
以
規
定
和
改
變
的
。

大
陸
流
行
歌
成
島
內
畢
業
禮
﹁
神
曲
﹂

輿
論
：
流
行
文
化
﹁絲
滑
對
接
﹂
引
發
兩
岸
情
感
共
鳴

▲台中市數位發展局局長林谷隆在
台灣亞洲大學畢業典禮上用大陸流
行歌《大展鴻圖》祝福畢業生。

網絡圖片

《求佛》舞步火到台灣
•2023年7月，網絡歌曲大爆款
《求佛》在台灣翻紅，眾多網
友各顯神通、用《求佛》當背
景音樂跳舞。

「科目三」 舞步席捲台島
•2023年11月，廣西 「科目三」
舞步爆火台灣，在島內掀起模
仿風潮。

《繁花》掀島內追劇熱潮
•2024年7月，大陸電視劇《繁
花》，在台灣島內播出引發追
劇熱潮。

《黑神話：悟空》吸引台玩家
•2024年10月，大陸首款3A單機
遊戲《黑神話：悟空》在台上
市。精良的製作與深層的中華
文化內核贏得島內輿論和玩家
的高度評價。

推出 「《難哄》朝聖專線」
•2025年3月，大陸都市愛情劇
《難哄》在台灣掀起追劇狂
潮，不少台灣劇迷跟着《難
哄》赴重慶打卡。島內有旅行
社看準此商機，推出 「《難
哄》重慶朝聖專線」 。

《長安三萬里》在台受好評
• 2025年4月，大陸動畫電影
《長安三萬里》在台灣公
映，還專門推出閩南語版，受
到島內觀眾歡迎和好評。

《藏海傳》吸引台胞赴重慶打卡
•2025年5月，大陸古裝權謀劇
《藏海傳》在台灣掀起收視狂
潮。有台灣青年赴重慶打卡該
劇的取景地。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

「想一口氣看完」 陸劇《藏海傳》「圈粉」台灣觀眾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大陸電視

劇《藏海傳》近期在台灣引發觀賞熱潮，持
續數日穩坐播放平台 「台灣本日熱播前
十」 。不少觀眾認為該劇劇情緊湊、 「燒
腦」 ，同時有深刻的人性探討， 「追到捨不
得停下來」 。

「《藏海傳》呈現出精緻的東方美學與
中國哲學，並融入對人性的探討。」 台灣
「中國文化大學」 副教授劉性仁表示，該劇

受到歡迎，首先離不開名人與媒體的大力推

薦，但更關鍵的，是其內核所展現的文化元
素，讓台灣觀眾產生共鳴，使他 「有一口氣
看完的衝動」 。

在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委
員李奇岳看來，《藏海傳》主演肖戰具有高
人氣，同時該劇以權謀鬥爭為主線，節奏明
快、台詞寫實犀利，也讓不少觀眾產生了
「職場代入感」 ，很多 「金句」 深受喜愛。

李奇岳表示，從《甄嬛傳》近年過年期
間都在台灣 「馬拉松式播放」 ，到現在《藏

海傳》熱播，說明 「好的東西，大家自然都
會關注」 ，且現在的網絡世界更是無遠弗
屆，質量高的、經典的作品，一定會被大
家記住。

「如今大陸電視劇多為四十集左右，
差不多一個禮拜可以追完，符合台灣觀
眾的觀劇習慣。」 台灣時事評論員謝志
傳提到，《藏海傳》之後，最新播出的
《長安的荔枝》也受到了歡迎，他身邊
有不少朋友熱衷追看這些劇目。

大
公
報
記
者

蘇
榕
蓉
報
道

▶民眾黨台中市議員江
和樹在網絡社交平台發
圖祝台灣畢業生們大展鴻
圖。 網絡圖片

▲台中市大里區里
長江慶賢在一所學
校的畢業典禮以《大
展鴻圖》祝福畢業
生。 網絡圖片

大陸流行文化風靡台島

﹁別
墅
裏
面
唱
K
，
水
池
裏
面
銀
龍
魚
，
我

送
阿
叔
茶
具
，
他
研
墨
下
筆
，
直
接
給
我
四
個

字
，
大
展
鴻
圖
，
大
師
親
手
提
筆
字
，
大
展
鴻

圖
，
搬
來
放
在
辦
公
室
。
﹂
大
陸
說
唱
歌
手
﹁攬

佬
﹂
唱
的
《
大
展
鴻
圖
》
最
近
流
行
到
台
灣
，
以

這
首
歌
為
背
景
音
樂
的
舞
蹈
也
風
靡
島
內
，
並
順

利
﹁佔
領
﹂
台
灣
各
高
校
的
畢
業
聯
歡
舞
台
，
現

場
皆
是
一
幅
﹁獨
樂
樂
不
如
眾
樂
樂
﹂
的
歡
樂
場

面
。
《
大
展
鴻
圖
》
的
流
行
不
僅
席
捲
了
台
灣
，

還
帶
動
了
大
陸
流
行
文
化
對
台
灣
年
輕
人
的
影

響
。
這
種
超
越
形
式
的
共
鳴
，
正
是
兩
岸
青
年
與

生
俱
來
的
中
華
文
化
本
能
。
如
今
，
大
陸
一
首
歌

曲
、
一
種
舞
步
、
一
部
電
視
劇
，
通
過
社
交
平
台

很
快
風
靡
到
台
灣
地
區
，

兩
岸
年
輕
一
代
正
在
形
成

新
的
文
化
溝
通
方
式
，
文

化
﹁絲
滑
對
接
﹂
助
力
兩

岸
融
合
發
展
。

掃一掃有片睇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賴國良

兩岸各界悼念中評創辦人郭偉峰
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鞠躬盡瘁

【大公報訊】據中評社報道：中國評論通訊社
創社社長郭偉峰先生因病醫治無效，5月29日在香港
逝世，享年68歲。郭偉峰先生逝世後，兩岸及港澳
各界以各種形式表達哀悼並向家屬表達慰問，對郭
偉峰先生的一生予以高度評價，並期許共同繼承郭
偉峰先生遺志，繼續為溝通兩岸、融會中華、民族
復興貢獻力量。

截至6月18日，共收到各界唁電（函）、輓聯、
輓辭（詩）、悼文等總計一百餘篇（條）。中評社
治喪小組代表中評全體同仁及郭偉峰先生家屬致以
最誠摯的謝意。現擷取部分兩岸及港澳各方面的弔
唁內容，以共同緬懷郭偉峰先生。

開大陸記者入台採訪之先河
國務院台辦表示，偉峰先生在中國新聞社工作

期間，開大陸記者入台採訪之先河，赴港創辦《中
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通訊社後，篳路藍縷、百

折不撓，着力推動兩岸媒體、智庫交流合作，開展
兩岸學術界溝通對話，為凝聚兩岸社會共識、推動
兩岸關係發展，矢志不渝、鞠躬盡瘁。星火不熄，
長明有繼。

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河南省等地台辦紛
紛發來唁電，高度肯定郭偉峰先生畢生戮力推動兩
岸關係發展與兩岸交流合作，對郭偉峰先生支持地
方省市對台工作表達衷心謝意。

全國台灣研究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北京大學台灣研究
院、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上海東亞研究所、
上海海峽兩岸研究會、華東師範大學台灣研究院、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中心）、閩南師範大學及兩
岸一家親研究院、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
心等大陸高校、智庫、涉台研究機構紛紛來函，對
郭偉峰先生逝世表達哀悼，對郭偉峰生前推動大陸
涉台智庫研究和支持兩岸智庫學術對話表達高度肯

定和由衷感謝。

台灣各界人士給予高度評價
台立法機構負責人韓國瑜在輓聯中高度評價郭

偉峰先生： 「典型尚在」 。台陸委會主委邱垂正在
輓聯中高度評價郭偉峰先生： 「德範永存」 。中國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輓聯中高度評價郭偉峰先生：
「範典永垂」 。台灣民眾黨主席黃國昌、秘書長周
榆修發來輓聯，新黨主席吳成典、勞動黨主席吳榮
元發來唁電，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 「台灣日
本關係協會」 會長蘇嘉全、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
謝長廷等也發來輓聯。

港澳各界：郭偉峰貢獻良多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表示，郭偉峰社

長不僅是首批入台採訪的大陸記者，而且來香港創
辦《中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通訊社，立足「一國兩

制」垂範之地，構建兩岸新聞界、學術界、工商界、
文化界等交流合作平台，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促
進港台交流、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貢獻良多。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表示，作為兩岸關係研
究領域的資深學者，郭偉峰社長出版數十部學術著
作，深耕兩岸及香港問題的研究，其提出的 「融
統」 理念及對兩岸融合發展的深刻闡釋，至今仍具
重要指導意義。

香港兩岸客家聯會表示，郭偉峰先生畢生致力
推動兩岸及港台交流，作出積極、重大貢獻，得到
兩岸及港澳各界的高度肯定與讚譽。

香港亞太戰略安全研究所所長李風、香港中觀
研究所所長劉瀾昌、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偉
星、澳門科技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胡根、澳
門《新華澳報》社長兼總編輯林昶也對郭偉峰先生
逝世表達哀悼。郭偉峰先生親友、同事、同窗、同
鄉等也紛紛以各種形式表達哀悼。

俗話說「官
字兩個口」，民進
黨當局竟然自行

解釋法律，把申領過大陸定居證的台灣
居民張立齊的台灣身份證及護照註銷
了，換言之，張立齊從此失去了台灣居民
身份。這是台灣方面首次對領取大陸證件
的台灣居民進行處罰，震驚台灣社會。

大陸方面為了方便台灣同胞在大陸
出行、生活和工作，為台胞制發台胞
證、居住證、定居證行之有年。其中
「定居證」 是 「發放給已被批准來大陸

定居落戶的台灣居民短期持有的一種臨
時性、過渡性的證件」 ，並不等於已取

得大陸戶籍，而且台胞若6個月內不辦理
落戶手續會被取消定居資格。

台當局陸委會故意混淆大陸涉台的
各類證件，說 「若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
設有戶籍，將會喪失台灣身份」 、 「大
陸定居證與大陸身份證、戶籍有連續關
係」 ，顯然是把 「大陸戶籍」 與 「定居
證」 混為一談。島內相關法規只是規定
台灣民眾不能同時擁有大陸戶籍，但民
進黨當局卻硬是把 「大陸定居證」 解釋
為 「大陸戶籍」 ，還撤銷了張立齊的台
灣戶籍，顯然是於法不合。而且去年1
月，張立齊申領大陸定居證後，當時執
政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還說 「只要還沒

有取得大陸戶籍，就不是違法，也不會
被撤銷台灣戶籍和身份」 ，為何如今民
進黨賴清德當局卻宣布張立齊「違法」？
「去年判生，今年判死」，民進黨當局根本
就是把台灣法律法規玩弄於股掌之間。
此外，張立齊在大陸的定居證已經失效
快一年了，也就是說他早就沒有了定居
證，民進黨當局憑什麼對他作出處罰？

民進黨當局撤銷張立齊的台灣身
份，於情於理於法都不合，根本就是
「政治追殺」 ，目的就是要製造 「寒蟬

效應」 ，令台灣民眾不敢申領大陸涉台
證件，無法去大陸旅遊、參訪、工作，
從而切斷兩岸交流，切斷台灣民眾了解

大陸進步發展的途徑。過去民進黨陳水
扁、蔡英文執政時雖然反對兩岸交流，
但鮮少對赴大陸發展、支持兩岸交流和
統一的台灣民眾進行重罰。而賴清德上
台第一年就 「定調」 大陸是 「境外敵對
勢力」 ，按其邏輯，台灣民眾若支持兩
岸交流或去大陸活動都變成 「投敵」
了，這不過是為他重罰台灣民眾營造恐
怖氛圍罷了。在張立齊被撤銷台灣身份
前，三位支持兩岸統一的陸配也被中止
了在島內的居留權，被驅逐出境。

賴當局死抱 「台獨」 黨綱，自己關
閉了與大陸對話、溝通的大門，如今還
不准台灣民眾與大陸方面往來，以為用

「雷霆手段」 就可與大陸對抗。這是何
其愚蠢的想法和行徑。民進黨當局不是
唯美國馬首是瞻嗎？這些年美方雖實施
「遏華」 戰略，但仍保持與中方的對話、

溝通渠道。近月特朗普政府發起「關稅
戰」，一度向中方徵收145%的高關稅，但
最後特朗普政府還是要主動尋求與中方
協商關稅事宜。美方這些年來從經貿、
科技、人才交流等多個方面打壓中方，
中方不僅不屈服，還在高新科技領域不
斷取得突破。可見中方實力和底氣之強
大。連美國政府都拿中國大陸沒辦法，
民進黨當局想靠幾個蠻招就與大陸方面
對抗，根本就是「狗吠火車」、徒勞無用。

「去年判生今年判死」 台當局打擊兩岸交流變本加厲
隔海觀瀾
朱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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