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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二·二八”事件 70 周年时，台湾
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在岛内举办了系列纪念活
动，当时构思如何设计一个能带给社会反思历史
与两岸关系的小物，我们想到做一个帆布手提
袋，用心选了两幅作品。

手提袋的正面，是一幅非常形象的漫画，发
表于 1947 年的 《文化交流》 杂志。作者是笔名
为“耳氏”的台湾著名美术家陈庭诗。漫画中，

可以看到一个穿着开裆裤、名叫“台湾”的小
孩，热切地向“祖国”母亲张开双臂，期待“母
亲”的拥抱。手提袋的背面，选用的是香港《华
商报》在1948年10月25日刊载的李济深先生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题字：“民主自由，举国要
求；不分畛域，共同奋斗”。

这两幅作品一件是在“二·二八”之前，
另一件是在“二·二八”之后，颇为意象地结
合当时台湾和大陆“有识之士”的心境与集体
氛围。台湾甫一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既有新生
的喜悦，又有近乡的情怯，还未来得及整理好
内心的涌动，随即面对的是一个来自大陆“半
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战时政权”，在爱国与理想
交织出的热情推促下，台湾人民很快地也加入
到了全中国范围风起云涌的反内战民主运动浪
潮之中。“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后果，既有台
湾自身的特殊性，更有中国近代历史的共性，
是在中国“转折年代”爱国民主运动的一页和延
长线。

近五六年，我经常拿着这个手提袋出门，岛
内看到的人多半“无感”，或者觉得“突兀”，认
为这与台湾的“二·二八”主流叙事相距太远。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数十年来在台湾岛内所面对
的真实处境。“二·二八”事件的话题，在岛内
从禁忌走向开放，是伴随着所谓的“民主化”进
程，故而很快地就依循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嫁接
进蓝绿的话语体系之中。一派主张“二·二八”
事件是“台湾外省人迫害本省人”，另一派为了
反制则主张是“本省人迫害外省人”，今年台湾
的“二·二八”纪念日，由于去年底“九合一”
地方选举后的蓝绿政治版图重组，更令两派的对
立喧嚣益发尖锐。

平心而论，这两种岛内分庭抗礼的“二·二
八”史观，在本质上有着相似性，相互仇恨、相
互追杀，深层地反映了“台独”与“偏安”殊途
同归，在理解和看待“二·二八”时，几乎都抛

却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视野与脉络。在政客的民粹操
弄之下，纪念“二·二八”非但不是他们口中“和
解共生”的起点，反而成为撕裂台湾、撕裂两岸的
起点，令人痛心疾首。

回到历史的实相之中，可以看到台湾曾经沦落
殖民统治50年所产生的隔阂，反而是当时两岸“有
识之士”积极修复弭平心灵和思想距离的动力。前
面提到的那本《文化交流》杂志，便是本省进步作
家杨逵和省外记者王思翔合编，目的在于促进省内
外文化界的交流与合作，“耳氏”（陈庭诗） 在第一
辑还画了另一幅名为《交流乎？绝流乎？》的漫画，
特别以文字强调：“咱们都是苦难的中国人！”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更能看到省内外人
士的相互保护、相互声援。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
于当时新竹中学学生回忆与大陆籍校长辛志平之间
相互的扶持。当时正在台湾公演话剧的欧阳予倩，
见到群众发起示威，他随即加入群众之中并以日语
发表演说：“国民党贪官污吏欺压你们，你们就起
来同他们斗争是正义的，我们不是国民党的贪官污
吏，是来演戏的，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完全支持
你们的斗争。”著名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是
出生于重庆的黄荣灿创作于 1947 年，让当时的大
陆民众充分感受到“二·二八”之后台湾人民的真
实处境。出生于广东的木刻家荒烟，1948 年完成
纪念闻一多的版画 《一个人倒下，千万人站起
来！》，其创作动机正是受到前一年“二·二八”事
件的鼓舞。

此外，无论当时台湾“中国民主联盟”发表的
其中一份《告台湾同胞书》，又或者是在大陆的台
湾人团体台湾省旅平同乡会与天津市台湾同乡会联
合发表《“二·二八”周年志》等，其诉求和呼吁
无不能看到他们把台湾问题纳入中国问题的视野之
中来思考。相应于此，包括李济深、郭沫若与全国
学联等民主派人士或团体，也纷纷发表文章，不仅
声援台湾人民的运动，也鼓励两岸人民携手合作，
反对独裁政府、争取民主和平。

换句话说，“二·二八”事件发展到这个阶
段，已经脱离了一岛内部的抗争性质，上升成为
全中国人民必然共同面对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
歧路选择。因此，历史作出的回应是，一批又一
批的台湾理想青年和热血志士，对当时大陆蒋介
石独裁政权失望后找到了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新希
望，而台盟的诞生更象征了台湾人民与新中国的
历史联结。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我们今天在岛
内能够感受到台海情势风急浪高的严峻形势，美
国为了维护其帝国余魂、压制中国和平崛起，岛
内政客为了维护一党一己的政权利益，不仅挑
战、虚化“一个中国”框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台湾军事武装化起来，迫使台湾年轻子弟奔
向战场，从“近亲憎恶”的民族悲剧走向更悲哀
的“反目成仇”。

“二·二八”事件的时代背景，主调之一就是
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部队得到美国全方位
支援，打的不正是一场美国的“代理人战争”？如
今，美国在台海的不断“拱火”，不也是意图在台
海重演、升级再一场生灵涂炭的“代理人战争”？

今天的台湾又走到了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时刻。陈映真先生曾为他主持的 《人间》 杂志

“二·二八”专题下了一个至今依旧适用的标题：
“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二·二八”事件已
经迈入 76 周年了，台湾社会的纪念与反省，应该
真正从蓝绿绑架的“政治魔咒”之中挣脱出来，
重新看到“二·二八”事件的积极意义在于：它
是两岸心灵契合的历史起点，它还是弥合包容取
代仇恨的历史原点，它更是爱国民主反战和平运
动的历史燃点──此“历史三点”，应是当前纪念

“二·二八”事件76周年的意义所在，为中华民族
复兴与台湾社会变革注入了丰沛的历史、思想与行
动资源。

（作者系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口述历史
小组成员、台湾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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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戏剧舞台需要呈现现代北京
样貌的作品

20 世纪 90 年代初，伴随两岸恢复正常交
流，两岸戏剧界开启交流互访新篇章。两岸戏剧
交流最先由京剧开启。1998年，首次受邀带戏
到台湾演出的北京京剧院，带着两部许久未在台
湾戏剧舞台上演的《红灯记》《海瑞罢官》，在台
湾中正文化中心创造了连续两天上演又加演两场
的盛况。2000 年，中国京剧院又带着 《红灯
记》在台北创造了演出奇迹。台北中正文化中心
能容纳2400人的剧场连续几场都是票务开放即
刻售罄。京剧在台湾能受到民众们的如此喜爱，
让大陆戏剧人“大受震撼”，我认为这正得益于
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也因为这次演出，两岸戏
剧界建立了惺惺相惜之情，也促成了其他戏剧门
类的两岸交流破冰之旅。

彼时我已从工作多年的台湾《中国时报》离
开，有心专事两岸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那段时
间我多次往来于两岸，看了很多戏。除了传统京
剧，我看了一些对于普通台湾民众也耳熟能详的
大陆地方戏，比如越剧、豫剧、川剧等。其中给
我最大惊喜的，是大陆年轻的剧种——北京曲剧。

北京曲剧是由大陆知名作家、曾任北京市文
联主席的老舍先生创立并命名。1995年我来北
京第一次听到这一年轻的剧种，就很着迷。我惊
讶于作为一个自认为对中华传统戏曲有深厚了解
的人，在台湾竟对这种剧种闻所未闻。生动的舞
台表现形式和演员兼具传统戏曲的舞台表现功
力，第一次听到北京曲剧，我即有一种冲动，想
要把大陆这一新兴的剧种带到台湾的戏剧舞台。
此时我也听到心底的声音：你要做联结两岸戏剧
界的一座桥，让更多优秀的大陆戏剧作品走进台
湾，让台湾民众有更多机会通过戏剧，了解祖国
大陆多样化的地方文化，进而也能了解到新中国
成立之后大陆的真实面貌。后来时任北京曲剧团
团长的凌金玉先生告诉我，收到我的邀请，团里
自上而下十分惊讶，因为这是北京曲剧团自改革
开放后，收到的首个走出中国大陆的演出邀约。

说到希望台湾民众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的
真实样貌，有些读者会疑惑。在20世纪90年代
初，两岸经历近40年的隔绝，台湾普通民众其
实知之甚少，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城前
后的变化了解得更少。我分析其间原因，一来是
因为北京是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台湾当局当然很
少会宣传北京的消息，二来是因为在台湾的北京
人也很少，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老兵多是从江
苏、山东、湖南等省份去台的，所以台湾普通民
众不管是从民间还是官方渠道都很难了解到有关
北京城的一些讯息。这也是我想特别想把北京曲
剧带到台湾的原因之一。

在我看来，观察1949年后的大陆，北京城
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北京曲剧作为一种年轻的剧
种，在剧本创作内容和舞台表现方式上，都更具
现代性。增进台湾民众文化认同最有效的方式，
我认为正是提供丰富多样带有话题感和时代性的
文艺作品，让大家深入生动的艺术场景中去感受
和体会，北京曲剧在当时承载这样的功能是最合
适不过的。直到现在，如果你让我用一种艺术样

态来描述北京，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北京曲剧。在
北京曲剧的舞台上，你能想到的走进北京一家传
统馆子的样子，伴着八角鼓和单弦的伴奏，北京
曲剧的舞台可以生动地展现给观众。任何一个没
到过大陆的台湾观众不需提示器，完全能听懂并
浸入到极具京城气息的剧情中，去感受现代北京
城的样貌。但如果演一段传统的京剧，比如《四
郎探母》，台湾观众能感受到的是演员唱功了不
得、身段很厉害，却不能直接触摸到京城文化到
底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我一直努力和倡导做的，
要把新生的、活泼的、具有当下时代性的大陆文
艺作品带到台湾的戏剧舞台上。

■ 老舍《三部曲》来了

基于想让台湾观众更多了解北京地方文化和
新中国政权建设带给大陆百姓生活的变化，最初
我和北京曲剧团商定，来台演出的剧目是《龙须
沟》和《烟壶》。这两部剧都是北京曲剧团用心

打磨的两部戏，我在北京第一次看这两部戏，即对
这两部戏能被台湾观众喜爱充满信心。但遗憾的
是，由于老舍的左翼作家身份，其作品在台湾长期
被禁，所以在向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报
送演出剧目时，这两部剧也没有获准，所以我们只
能紧急调整方案，在公演前一个月将入台演出剧目
由《龙须沟》换成《杨乃武与小白菜》。

为了向台湾民众推荐北京曲剧这一对他们来说
陌生的新戏剧样式，我邀请了60余位彼时在台湾
文化艺术界较有影响力和市场活跃度的人士，请他
们为演出录制或撰写推荐语。1997年互联网在台
湾也才刚刚兴起，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线上传
输影像也是不可实现的事，所以我就把《烟壶》拷
贝成录像带寄给他们。让我欣慰的是，很多位推荐
人认真看过录影带，写来了非常真挚的推荐语。时
任台北文化局局长、知名作家蔡诗萍写道：

“传统文化在文化的发展中，有时可能是个枷
锁。但今天看到曲剧，我发现传统文化变成了养
分，在现代剧场里，它长得丰满茂盛。”

为了能为台湾观众带来更为原汁原味的“京味
儿”戏剧，北京曲剧院还请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在当时就很有名、在1989年版《雷雨》中出演周
朴园的顾威担任《龙须沟》的复排导演，顾威后来
也在1997年随北京曲剧院赴台，在《杨乃武与小
白菜》一戏中配演一个亲王。

面对“京味儿”浓郁的曲剧，如我所料，台湾
观众完全没有“观看障碍”，台北中正文化中心每
场都座无虚席。许多台湾观众第一次认识了老舍这
位文学大师。台湾观众对曲剧的热络反馈和热爱
度，也让我很欣慰。记得在2000年末，老舍的作
品终于在台“解禁”，2001年1月初，北京曲剧团
在台北中正文化中心场连续一周演出了老舍的《龙
须沟》《茶馆》《四世同堂》三部作品。

《龙须沟》演出那天，当剧场字幕打出“龙须
沟”三个字时，时任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
会主委的申学庸在现场热泪滚落，“我们这么多年
努力在做的事，你今天终于做到了！”她激动地对
我说。那边演出，在现场的观众也看得特别激动，
自发在现场哼唱起了“解放区的天空是晴朗的天”。

在我看来《龙须沟》能在台湾的剧院舞台上
演，的确有标志性意义，这部戏真实呈现了解放
前后的北京样貌的变化。如果说《茶馆》《四世同
堂》还着重展示的是从戊戌变法到抗战前后旧中
国的个体沉浮故事，那《龙须沟》则着重讲述了
新中国成立带给大陆百姓的生活境况和个体命运
的变化，让台湾观众通过生动的舞台场景呈现，
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具象化的北平。大时代中
的一个个“小我”命运变化，经历不同时代带给
一个社会的风云变迁， 也是最能打动台湾观众
的点。

■ 融在大家DNA里的东西

将北京曲剧成功带到台湾的戏剧舞台后，我继
续频繁来往大陆东西南北中，扎进各地的演出剧
场，又把黄梅戏、评剧等多个大陆剧种的近百出好
戏带到台湾。后来北京曲剧团搞曲剧《茶馆》100
场纪念演出，我也受邀参与了策划工作，至今我还
与院里的一些老领导和演员保持着友好联系。

两岸音书断绝40多年，由文化艺术交流重新
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灵距离，两岸戏剧界的交流在其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的
这些“引进”工作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两岸官方在
通关放行人力配合上，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营收
完全是市场行为，也能让我持续地引进台湾各种高
水准的演出，这从一个方面也有力说明台湾观众真
爱中国戏曲，这是融在大家DNA里的东西。

不过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因民进党当局上台以
来的刻意阻挠，两岸戏剧交流脚步放缓。在我看
来，两岸戏剧交流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我们
不单要把大陆成熟的剧目带到台湾，还要让台湾民
众看到大陆在新时代对戏剧的各方面探索和尝试。
两岸戏剧人也有更多对话交流的窗口和平台，让两
岸的戏剧制作人、创作者更多地“看见”和互鉴，
这对十分钟爱戏剧舞台的我，才是过瘾又乐此不疲
的事。我也十分渴望与大陆戏剧戏曲人一起，继续
为推动两岸戏剧、戏曲乃至文化艺术的交流奉献自
己的光与热。

（口述者系中国剧协会员、台湾戏剧制作人）

透过戏剧去触摸跃动时代脉搏的中华文化
——我亲历的两岸戏剧交流那些破冰之旅

口述／林恺 整理／本报记者 修菁

“从1992年到2023，我经历了大陆、台湾两岸戏剧交流勃兴
的30年。十分渴望与两岸戏剧戏曲人一起，继续为推动两岸戏
剧、戏曲乃至文化艺术的交流奉献自己的光与热。” ——林恺

本报讯（记者 修菁）京港澳台青
年沉浸式交流体验活动13日在北京举
行。逾40名两岸暨港澳青年走进石景
山区，参观法海寺、法海寺壁画艺术
馆、京西五里坨民俗陈列馆等地，沉浸
式感受历史文化。

始建于明朝年间的法海寺，地处翠
微山南麓。在绿树掩映下，青年们沿
着台阶拾级而上，了解法海寺历史沿
革、保护修缮等情况，并在大雄宝殿
中近距离观赏了明代壁画。惟妙惟肖
的人物造型、精湛的用金技法，令青
年们啧啧称奇。

从事医药行业工作的台湾青年林
淑珍，来到北京逾10年。她告诉中新
社记者，法海寺的壁画保留得非常完
整，从中能感受到当地政府部门在文物
保护方面的专业和用心。此前曾参观过
敦煌壁画的她还表示，中华文化历史悠
久，希望全社会能继续加以传承，让更
多年轻人认识。

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采用数字化手
段还原法海寺壁画真迹，并对壁画细
节及背后故事进行解读呈现。青年
们在此沉浸式感受“动起来”“活起
来”的壁画，领略古代工匠的绘画
智慧。

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澳门青年吴晨
浩，对利用数字化技术还原壁画的做
法很是认可。他表示，借助科技让文
物“复活”，可以激发年轻人对历史
文化的兴趣。很多文物展览比较枯
燥，结合观看数字展览会有更深感受。

走进京西五里坨民俗陈列馆，古朴
静谧之感扑面而来。陈列馆展出大量民
众生活、生产用品，生动展现了当地民
俗风情。青年们身穿中华传统服装，在
此开展《探索历史脉络 汇通天下》沉
浸式剧本体验，感受面塑、剪纸、皮影
等非遗魅力。

在面塑艺人协助下，香港青年李震
庭制作完成了一只俏皮可爱的兔子。接
受中新社记者采访，他表示在制作过程
中，能够体会到老一辈手艺人的不易，
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及背后所蕴
含的精神内核。

“历史也是一种记忆，如果年轻人
对历史没有了记忆，历史文化的保护就
会变得虚无缥缈。”李震庭说，借助

“剧本杀”等更贴近年轻人生活的活动
展示历史文化，相信有利于让年轻人认
识并传承历史。

两岸暨港澳青年
沉浸式感受历史文化

文化动态

本报讯（记者 照宁）悠悠药草香
千年，闽台携手共弘扬。4月 23日，
首届“闽台青草药”文化学术研讨会在
厦门举办。福建、台湾等地的100多名
专家学者首次就“闽台青草药”这一民
间保健医药体系展开系统性的理论总结
和学术探讨。

据了解，闽南青草药是闽南文化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在传承神农尝百草、
黄帝内经等中原南传的中华医药基础
之上，融入了对闽南天候地气生物生
态的认识，由闽南医祖保生大帝所开
创。经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形成了
包含诊、药、术、智、德的闽南青草
药文化。其后又随闽南人到台湾、下
南洋随之传播，成为所有闽南人所共
同拥有的青草药文化。2022年，“闽
台青草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名录。

“台湾地区将青草药用于养生、饮
食非常普遍，各家的院子、阳台也都会
种植。”台湾台南文化协会创会会长郑
道聪在此次活动上和与会者分享，并希
望两岸专家学者的研究能为“闽台青草
药”提供更加准确信息，为民间、企业
所用，这对发扬、传承“闽台青草药”
大有裨益。

在厦台胞符坤龙则介绍，台湾的青
草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变化，一些医
生将青草药进行创新，推出枸杞咖啡、
青草啤酒，这些产品年轻化，很受年轻
人喜欢，青草药的传承与创新是两岸可
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晓
峰认为，福建、台湾都有着悠久的青
草药文化，闽台青草药文化见证了两
岸人民相互扶持、良性互动的一个历
史过程。“青草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承载中国传统医者仁
心爱人、济世救人的精神，我们可以
通过加强青草药文化研究和交流，进
一步丰富闽台的交流，两岸共同携手
将青草药文化、青草药产业做大做
强。”林晓峰说。

两岸携手弘扬
青草药文化

2001 年 1 月，北京曲剧团在台北中正文化
中心场连续一周演出了老舍的 《龙须沟》《茶
馆》《四世同堂》三部作品。图为演出海报。

（林恺 供图）

为让台湾观众进一步了解老舍话剧，2000 年
12月出版的《红剧场月报》刊发舒乙先生的文章。

（林恺 供图）

1947 年 《文化交流》 杂志刊发的台湾著名
美术家陈庭诗的漫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