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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尋脈江蘇 文匯兩岸」交流活動 台灣文教學者走訪南京無錫

在深入探尋中華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之餘，大陸現代化發展成
就同樣激發了台灣同胞此次交流考察的濃厚興趣。交流團一行走
訪南京與無錫，在國有企業上汽大通汽車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與
民營企業紅豆集團的製造前沿，親眼見證中華民族製造業的非凡
實力與創新能力。
踏入上汽大通南京分公司的現代化生產車間，大家不僅親眼見
到了汽車個性化定製、智能化製造的場景，親身體驗了熱銷海外
的車型，更感受到了新質創新與傳統工業的碰撞。上汽大通南京
公司顧偉紅介紹，上汽大通公司在2019年7月獲得達沃斯世界經
濟論壇「燈塔工廠」稱號，是中國首家獲得該殊榮的整車企業。
上汽大通南京分公司成立於2016年11月，目前年產能10萬台整
車，2023年銷售產值80億元。
從事自媒體行業的台青郭行健在目睹工廠智能零件抓取系統的
高效運作後，幽默地表達了對這一技術應用的嚮往：「若是我的
工作室也能裝備如此智能的系統，或許就再也不會遺漏任何重要
素材了。」
台灣暨南國際大學研究生史學勤則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到了上汽
大通南京公司在工業安全方面的卓越表現。他提到，工廠內遍布
的警示標語與完善的防災措施，為工人和工廠的安全提供了堅實
保障，這種對安全生產的重視值得學習。

企業三代人奮鬥史令人觸動
交流團還在無錫市探訪了紅豆集團的智慧製衣工廠及集團發展
歷程展廳，了解大陸民營企業的飛速成長。紅豆集團品牌文化部
部長錢文華介紹了集團自1957年創立以來的歷程，以及如何堅守
實體經濟，深耕服裝、輪胎、製藥三大領域，成功躋身大陸製造
業綜合實力百強榜第八十位。
當了解到紅豆集團利用紅豆杉提取紫杉醇，廣泛應用於惡性腫

瘤治療，特別是乳腺癌、卵巢癌等疾病的突破性貢獻時，台灣海
潮智庫執行長林深靖深感觸動，感慨於三代人接力奮鬥，將一家
小型紡織作坊打造成為龐大的先進集團。

◆交流團走訪上汽大通南京分
公司。

◆交流團走訪紅豆集團。

在江蘇，除了千年運河流淌至今，還有深厚
的佛教文化融貫古今。交流團一行前往參訪了
位於南京牛首山文化旅遊區的佛頂宮。這座融
合漢族建設和佛教藝術的深坑建築，規模宏
大，外觀與內貌都令人嘆為觀止。走入千佛
殿、萬佛廊，台灣畫家邱晉芛不時用手機拍照
記錄，萬佛廊頂壁上的敦煌飛天仙女圖，吸引

她的注意，「我以前畫過類似
的工筆畫，這裏藝術內容太豐富
了，值得我待上幾個月！」

「江南庭院保護得很好」
漫步江南，有微雨正好。在惠山古鎮
的一隅，江南煙雨與寄暢園的寧靜古樸相
得益彰。交流團一行走入八音澗，的確有
了「曲徑通幽、豁然開朗」的實感。
「這些古建築被保護得很好。」台南藝術
大學兼任教授吳永毅感嘆，這也令他回想起
曾參與繪測重建在台灣的一個被戰爭摧毀嚴
重的江南式庭院，「那時我們在廢墟之中爬
上爬下。」雖然是第一次來寄暢園，但吳永
毅覺得並不陌生，「我在大學時修讀了中國
建築史，當中就有說到這個園。」眼前的不
是廢墟、而是幾乎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古建
築，他感到非常欣慰。

參拜牛首山佛頂宮
交流團：嘆為觀止

◆◆牛首山佛頂宮牛首山佛頂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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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作為生產要素的活躍之地，其醫療、文化領
域也都閃爍着台胞智慧的光芒。6月27日上午，交流
團走訪台資南京明基醫院，來自台灣的醫院副院長
羅翠凌熱情接待了交流團，大家交流台資企業在
大陸開辦醫院的經過，了解明基醫院的最新發
展，彷彿也一同見證了台胞羅翠凌來江蘇打拚
的28年。
「我1995年大學畢業加入明基友達集團，當
時就隨公司來大陸了，年輕想出來闖一闖。」
羅翠凌分享自己在大陸的生活，「剛來還有
些不習慣，大陸太大了，由於工作需要要去
到不同城市，交通需要很長時間，這與在島
內的生活不太一樣。」如今大陸變化很大，
她也早就適應了江蘇的生活，「現在兩岸
的交通也方便，我家中長輩還在台灣，我
經常回去看他們。」
大家說起兩岸交通便利了，都覺得這是

一件好事。羅翠凌聊起兩岸醫務人員的交
流交往，希望將南京明基醫院在大陸的發

展成績跟島內的專家以及業內人士交流，「大家互相
分享，可以共同探討在患者服務方面還有哪些能
夠改進的地方，我相信推進這方面的活動於兩
岸民眾都是有利的。」

匠人編出傳奇 盼文化成產業
而在當天下午參觀雲錦博物館時，一台巨大
的雲錦裝花環形大花樓木織機映入眼簾，兩位匠
人默契配合，在這架長達5.6米、高4米、寬1.4米的
古老織機上編織雲錦的傳奇。十六年前來大陸發展的
簡名偉，在 2020 年擔綱南京雲錦博物館館長之
職，他向交流團分享，「織造雲錦的匠人一輩
子只專注做這一件事，非常厲害、也很偉
大。」
熱愛文化工作的簡名偉認為，要更好保護
和傳承中華文化，一定要讓文化成為產業，有
自我造血的能力，才能吸引年輕人從事這項工作，
「我是台北人，也是新南京人，更希望能讓雲錦文化
代代相傳。」

◆羅翠凌

◆簡名偉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尋脈江蘇 文匯兩岸」交流活動於6月

25日至29日舉行，來自寶島台灣的文化、教育、藝術及社會知名人士與台青

代表來到江蘇南京、無錫等地，探尋中華文化的深厚脈絡，體驗深植於中華

民族血脈中的文化精髓。對於此次所見所聞，團友們紛紛形容「厚重、感

動」，感慨中華歷史文化的共同記憶之深，唯有親身行走於

此，方能真切體會。他們表示，兩岸交流十分重要，希望為促

進兩岸文化的深入交流與融合架起橋樑。

◆文 /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康敬 江蘇報道 視頻：杜家宜

探尋中華文脈探尋中華文脈 體驗文化精神體驗文化精神

◆◆

交
流
團
拜
謁
中
山
陵
。

走進台資醫院 細聽台胞故事

江蘇文化璀璨，人文底蘊深厚。首站，交流團來到南京鐘山
風景區拜謁中山陵，聽取講解員講述孫中山先生與紫金山

的不解之緣。在莊嚴的祭堂外，他們一字排開，行注目禮，緬
懷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功勳。隨後，交流團
一行前往孫中山紀念館及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透過豐富的
圖文史實資料，近距離感受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跡與他在南京
留下的生活痕跡。台灣青年郭行衍感慨道，此行讓她與歷史的
距離前所未有地拉近，她渴望能有更多時間，在南京細細品讀
中山先生那漫長而艱辛的革命道路。
提及南京，無人能忘「南京之殤」。交流團成員身着素衫，
神情凝重地走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他們向
死難者敬獻花圈並默哀，深切哀悼遇難同胞。交流團難掩悲
痛，有台灣同胞不禁當場落淚。首次踏足南京的台灣青年黃紀
芸坦言，她這一代人看到的台灣教科書往往對中華歷史的傷痛
經歷輕描淡寫，尤其是發生在大陸的慘痛事件如南京大屠殺
等，她是通過課外閱讀才了解這些歷史。

台教授：兩岸共同努力為歷史留證
台灣成功大學文學院教授鍾秀梅不斷用手機記錄下紀念館內
的圖文與實物，她認為這些真實的歷史資料應當讓更多台灣學
生知曉。台灣海潮智庫執行長林深靖則找到展館內放映台灣導
演王正方拍攝的《馬吉的證言》紀錄片，「我們在展館內看到
的是一個民族的記憶，兩岸共同努力，細緻嚴謹地為歷史留
證。」他表示，「回到台灣後，我們會組織更多年輕人觀看
《馬吉的證言》，讓更多青少年知道這段歷史。」
交流團的江蘇之行不僅僅是對歷史古今脈絡的探尋，更是一
次對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深刻探索。交流團來到無錫，遊覽
當年清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必到的江南名園寄暢園，感受
「山色溪光」和「松風水月」；探尋獲得宋代詩人蘇軾「獨
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盛讚的「天下第二泉」；
漫步惠山古鎮，了解時間跨度長達1,200餘年惠山祠堂群的歷
史年輪。在范文正公祠，敦敘堂外東牆上鐫刻范仲淹名言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交流團紛紛拍照，
以此激勵自己。
在蕩口古鎮，交流團聽取講解歷史名家軼事，包括王莘當年

在煙盒紙上寫出《歌唱祖國》詞曲，還有國家級家訓非遺項目

《錢氏家訓》以
及華氏義莊展現
的「忠厚傳家，
力行德義」精神
傳承。
在東林書院，

交流團被那副
「風聲雨聲讀書
聲聲聲入耳，家
事國事天下事事
事關心」的對聯
深深吸引，這是
清末東林領袖顧憲成為後世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台灣影視知名
製片人黃志翔感慨，「我一直期待能有機會實地參訪東林書院，
這一趟來得真的很值！」

交流團團長：印證「乘興而來、盡興而歸」
交流團團長、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羅政總結行程時表示，此

次交流活動在江蘇省、南京市、無錫市相關方面大力支持下，
取得圓滿成功。團員們用眼去觀察、用心去體會、用手中的筆
和鏡頭去記錄，相信他們返回台灣後會把在江蘇參訪這一切分
享給島內的更多朋友，促進兩岸交流交往。對於台灣民進黨當
局6月27日操弄所謂提升赴大陸及港澳地區旅遊警示為「橙
色」，交流團以此次江蘇之行自己的親歷，印證了國台辦發言
人的一句話：「廣大台灣同胞參加兩岸的交流合作，來往大陸
不必有任何顧慮，完全可以乘興而來、盡興而歸。」

◆交流團向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敬獻花圈並默哀。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交流團認真聽取講解。

◆◆交流團交流團
參訪東林參訪東林
書院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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