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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內地清明小長假

前夕，曾為深圳地鐵題寫站名的「山西姥爺」

王朝珠，在家人陪伴下，踏上了一場圓夢之

旅。當天，王朝珠搭乘深圳地鐵10號線，遊

覽了崗廈北、冬瓜嶺、孖嶺等「地下藝術館」

般的特色車站，與自己提筆揮毫寫下的站名深

情「同框」。除港人熟悉的 10號線福田口

岸的站名由「姥爺」書寫外，1號線的羅湖

站、4號線的福田口岸站等66座車站站名均由

來自全國各地的9位書法家題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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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珠姥爺的隸書作品是在三期工
程車站書法站名徵集活動時入選的。」
據深圳地鐵建設設計部工程師程榮憶
述，為了宣傳和傳承中國書法傳統文
化，深圳地鐵在10號線開通前，曾於
2019年9月向全國公開徵集站名書寫。
「那次徵集活動共收到來自全國144個
城市和地區的2,200餘幅作品，王朝珠
姥爺的作品就在其中。」

據介紹，早在2004年，深圳地鐵1號
線首通段（羅湖—世界之窗）開通時，
站名就採用了手寫書法體，把有溫度的
書法搬進繁忙的車站，也借書法在新時
代用自己的方式傳播傳統文化。截至目
前，深圳地鐵共有1號線一期、4號線
一期，6號線、10號線的66座車站站名
由來自全國各地的9位書法家題寫，組
成了「行走的書法展」。

●深圳地鐵1號線羅湖站。 ●深圳地鐵1號線大劇院站。 ●深圳地鐵4號線福田口岸站。 ●深圳地鐵6號線深圳北站。

66座車站「行走的書法展」

4月5日，正值清明假期，春日的陽光灑在

浙江台州玉環市雞山島的漁港碼頭上，島上

的民宿、咖啡館等隨處可見遊客的身影。出生於1963年的

雞山鄉台聯會名譽會長林文彪帶着祭掃用品與清潔工具，

緩步行進在林間小道上，熟練地找到一座座公墓。

修剪花木、清理雜草、焚香祭拜、擺放祭品……在台屬

們的墓碑前，林文彪與其他代祭掃人員神情肅穆，麻利地

完成一系列祭奠儀式，一旁的工作人員則通過視頻連線方

式全程記錄，不時與海峽對岸的台胞親切交談。

清明節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祭拜祖先、慎終追遠的重要節

日，兩岸同胞也共同保有返鄉掃墓、祭祀祖先的傳統。

雞山鄉是玉環市台胞台屬最多的鄉鎮，也被稱為「台胞

之鄉」。近年來，當地以「血緣之根」「鄉土之親」為主

題，建設了兩岸根親文化園、台胞之家等。

「無論出發多遠 也不能忘了根在哪裏」
「出於身體狀況、交通、工作等原因，部分台胞無法回

鄉祭掃，所以我們積極組織開展『清明節暖心代祭掃』活

動，為台胞提供一對一服務。」林文彪說，截至目前，代

祭掃已開展十多年，累計服務超300位台胞，「有的台胞

清明假期選擇回到島上，我們也會陪伴祭掃，帶他們看看

海島的發展變遷」。

雞山島上有常住人口 500 餘人，其中台屬達到五六十

人。林文彪從小在島上長大，他的兩個舅舅在台灣工作、

生活。除了清明節「代祭掃」，每年春節、中秋節、端午

節等節日，林文彪都會聯繫遠在台灣的雞山籍台胞，代為

探望他們在島上的親屬。

「一到清明節，我的電話比平時『忙』多了，台胞們

聯繫我，希望能在他們已故親屬的墓前放上一束鮮花，

打掃一下衞生，這些力所能及的，我們都會滿足。」林

文彪表示。

談及堅持義務代祭掃的原因，林文彪坦言，目前許多雞

山籍台胞年事已高，不論是線上還是線下，他都很珍惜每

一次見面的機會，「今年3月底，剛剛有一位患阿爾茨海

默症的台胞病逝，他在島上的親屬也通過視頻連線表示哀

悼，大家都是一家人」。

雞山島曾經是默默無聞的「過路島」，2015年成為國家

AAA級旅遊景區後逐漸吸引遊客目光，近年來又隨着「闖

海節」不斷出圈，成為社交平台上的網紅島。

「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後，二舅來雞山島還帶着舊衣服

送給我們，那時候這裏拿得出手的只有魚乾和蝦米，現在

島上的新業態發展很旺，許多台屬吃上了『旅遊飯』。」

林文彪說，如今，他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雞山籍台胞的後

人有興趣回海島喝一杯咖啡、拍一組美照，「無論出發多

遠，也不能忘了根在哪裏」。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短
短一周內，福建迎來台胞參與媽祖文
化活動與返鄉祭祖的高峰。眾多台胞
跨越海峽，於媽祖信俗傳承裏深化兩
岸文化認同，在慎終追遠中感受血脈
親情。
作為兩岸共同信仰的「海上女
神」，媽祖文化早已成為聯結同胞情
感的精神紐帶。在台灣，媽祖宮廟達
三千多座，信眾佔台灣總人口的三分
之二。每年媽祖誕辰日前後，台灣媽
祖信眾都會跨越海峽，恭送分靈媽祖
回到湄洲島謁祖進香。
3月 29日，正值農曆三月初一，

「天下媽祖回娘家」啟動儀式在莆田
市湄洲媽祖祖廟天后廣場舉行，全球
一百多家媽祖文化團體代表、上萬
名媽祖信眾赴湄洲媽祖祖廟謁祖進
香，持續掀起「天下媽祖回娘家」
熱潮。

「天下媽祖回娘家
回的是共同精神原鄉」
啟動儀式當天，來自台灣8個縣市

的26個宮廟代表跨海而來。台胞們
或手捧分靈媽祖，或參與民俗展示。
「數百年前，一尊尊媽祖從湄洲祖

廟分靈渡海，在台灣落地生根。」湄
洲媽祖祖廟名譽董事長、高雄獅甲慈
明宮主委黃土城說，「我們始終銘
記，媽祖的根在湄洲，我們的『家』
在湄洲。」
黃土城還表示，天下媽祖回娘家，
回的是共同的精神原鄉，守的是中華

兒女代代相傳的「團圓」之願，願每
一次「回娘家」的腳步都讓兩岸同胞
的心貼得更近。
連日來，福建各口岸迎來台胞返鄉
祭祖潮。據福建海事局預計，清明節
期間，兩岸「小三通」客運航線預計
發送航班102班次，發送旅客達1.58
萬人次，同比增長48.9%。
不少台胞攜家帶口回到福建，尋根

謁祖，感受大陸發展。台胞林先生
說，清明節是兩岸祭奠祖先、追思親
人的傳統節日，無論如何都不能忘記
自己的祖先。台胞陳一惠說，帶孩子
回福建掃墓、祭拜祖先，讓小孩記住
自己的根在哪裏。
「這一天，等了好久。」當「90
後」台灣青年周薇華抵達輾轉尋得的
故鄉泉州市安溪縣，她不禁如是感
嘆。這一天，距離她這一支的開台先
祖「周廷部」跨越海峽、扎根台灣，
已隔逾百年。
「感覺很特別，通過翻閱族譜、文

獻找了這麼久，今天終於來到了故
鄉。」第一次回到家鄉，看到漫山遍
野的茶樹，周薇華頗有感觸。她拿着
手機一路拍攝，記錄下每一處新鮮的
場景，留住每一個難忘的瞬間。
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負
責人蘇美祥表示，清明節台胞赴閩返
鄉祭祖與參與媽祖文化活動，不僅是
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更是兩岸
同胞血脈相連、文化相通的生動體
現。未來，兩岸文化交流將不斷深
化，兩岸同胞的情誼也將更加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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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4月5日，在浙江台州玉環市雞山島，林文彪正在進行
代祭掃。 中新社

3月27日，王朝珠正上大學的外孫女張嘉慧在社交
平台上發帖向網友求助，希望有人幫忙拍攝深

圳地鐵 10 號線站名的照片，「站名是姥爺寫的，但是
姥爺沒有去過深圳」。寥寥幾句話迅速引發了深圳網友
的熱烈響應，眾多市民前往地鐵站拍攝照片，沒過兩
天，全部的站名一疊疊地發在了張嘉慧的評論區下面。
來自香港的網友還上傳了一張孩子們在福田口岸站名下
打卡留影的照片，並誇讚稱，「姥爺字寫得真漂亮，祝
姥爺健康長壽。 」

研習書法 集眾長歸於我
身在山西呂梁的王朝珠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被網友

溫暖點讚，被陌生的深圳人親熱地喊「姥爺」，還被深
圳熱情相邀。「姥爺」王朝珠是山西文水人，今年 76
歲，是山西省書法家協會會員，一生研習書法。在他看
來，書法作品要讓大家一眼能看得懂，「集眾長，歸於
我，斯為大成」，終於形成了今天網友口中有 「老茶
館的煙火氣」 的 「神仙書法」。
4月2日下午，王朝珠與家人從山西太原飛抵深圳，

跨越近2,000公里圓夢。帶着山西口音、身形瘦削的王
朝珠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網上，有人要
請他吃飯，有人要給他當司機，非常感謝網友們的熱
情。「比我寫得好的書法家太多了，我還遠遠不夠。大
家對我的喜愛讓我全家都很激動，我還會繼續努力。」
3日一早，王朝珠來到了深圳地鐵10號線冬瓜嶺站，

他端詳着站台上的書法站名，冬瓜嶺幾個字彷彿躍然紙
上般鮮活靈動。身後，滿載乘客的地鐵列車呼嘯而過。
這一瞬，「姥爺」難掩激動心情，熱淚盈眶。「做得太
好了，深圳在我心目中是高大上的城市，為深圳地鐵增
加書法的光彩，我感到很自豪。」

即席揮毫 眾粉絲圍觀
「姥爺」此行還特地打卡了有着地鐵「顏值天花板」

之稱的崗廈北樞紐，現場感受了深圳地鐵和城市建築科
技藝術之美，點讚稱「很高級，很有科技感。」為了表
達謝意，「姥爺」現場揮毫潑墨寫下「情滿鵬城」。
在崗廈北站，不少書法粉絲圍觀，一睹王朝珠的書法

風采。市民戚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己今年73
歲，早已退休多年，在看到媒體報道後，專門坐地鐵過
來想要一睹老爺子風采。「我算是半個愛好者，很喜歡
他的字，形象傳神，冬瓜嶺幾個字就像冬瓜一樣可愛，
蓮花村的蓮字就像是浮在水面。」
在為期4天的行程裏，「姥爺」還探訪了「魔法圖書

館」深圳圖書館北館、華為總部、甘坑古鎮。在深圳圖
書館北館，他揮毫題寫了「文津書海 翰墨風華」兩幅
墨寶，象徵着圖書館擁有豐富的館藏資源，承載着歷史
傳承，體現了文明積澱與傳播。他表示，每個城市都有
特色文化，歡迎大家到山西遊玩。同時，他還寄語網
友，「希望你們和孩子們都要愛書法，咱們是中國人就
應該把中國字寫好。」

網 友 熱 評

@深圳自由教練旺旺：隸書站名+科技感
車廂，混搭得毫無違和感！這字既有老
茶館的煙火氣，又有深圳的賽博感。

@呵呵哥HeHeGe：「老爺子字寫得真
好看！感覺字體、顏色和站名好匹配，
真的像冬瓜。敦敦厚厚的好可愛！」

匿名網友：以前匆匆路過時從沒注意過
站名，現在才發現那些字會「說話」。
冬瓜嶺三字胖乎乎的，像在笑。

瞎湊個名字：應該把姥爺的字體做成一
套字庫，真的太漂亮，那種即古樸又青
春的感覺，很適合做平面設計。

▶「山西姥爺」
王朝珠在地鐵崗
廈北站現場揮毫
潑墨寫下「情滿
鵬城」。

●●「「山西姥爺山西姥爺」」王朝珠在王朝珠在
地鐵崗廈北站留影地鐵崗廈北站留影。。

●地鐵10號線冬瓜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