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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傅亦静
记者 唐蔚嫱）一根小小的跳绳，
除了简单跳跃，还能玩出什么花
样？昨日上午，首届海峡两岸（福
州）青少年跳绳锦标赛在海峡青
年交流营地举行，吸引 250 人参
与。

不管是友谊赛、花样赛还是
计数赛，选手们都是有备而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台湾
的选手简子翔表现非常亮眼，只
见他和队友李政阳两人并肩而
立，手中的绳子如同两条舞动的
龙，上下翻飞。随着节奏的变化，
两人时而同步跳跃，时而交错换
位，展现出惊人的默契与技巧。
最终，两人在同步花样项目中获
得冠军。

简子翔告诉记者，他从小学
三年级起便开始接触跳绳，并在
高中二年级时开始专攻花样跳
绳，至今已有十余年的花样跳绳
练习经验。“这样的比赛不仅是一
次竞技的机会，更是两岸青年交
流、学习的平台。”简子翔说，他在

台湾担任跳绳教练，如果明年比
赛继续举办，他希望能够带更多
的小朋友一同前来参与。

此次，台湾苗栗县建中小学
校长詹建华带领 37名小朋友和 7
名老师来参加比赛。“他们当中年
龄最小的才读小学四年级，大部
分是首次来到大陆。”谈起自己的

学生，詹建华打开了话匣子。
詹建华告诉记者，跳绳在台

湾是一项普及化的民俗运动，学
校在四年前开始全面推广跳绳运
动，每周的大课间设置跳绳专场，
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还
挖掘出优秀选手重点栽培，从苗
栗县建中小学毕业的台湾青年胡

芯宁在今年的亚洲跳绳锦标赛中
获得全能组第三名。

“这次比赛给我们提供了很
好的机会，让我们走出台湾，与大
陆的同学同台竞技，在切磋中我
们领略到了两岸跳绳领域多元化
的技术展现和教学方式。”詹建华
说，大陆的跳绳艺术观赏性更高，
竞赛方式与国际紧密接轨，而台
湾的跳绳更注重技术性和传统
性。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大陆的
跳绳装备带有电子计数功能，科
技感十足。

福州市跳绳协会秘书长叶青
文表示，花样跳绳的魅力很大，
它在传统跳绳的基础上，融入了
舞蹈、体操、街舞等元素，不仅
考验个人能力，也需要团队配
合。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传统跳
绳的普及率很高，但花样跳绳很
低，需要借助赛事推广。“通过
海青节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有
越来越多的两岸青年加入花样
跳绳行列中，享受这项运动带来
的乐趣。”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 见习记者 傅亦
静）“第一把刀代表自强不息，第二把刀代
表勤劳持家，第三把刀代表保家卫国。”昨
晚，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的非遗展示及非
遗技艺互动体验活动中，汉服妆造师黄秋
辉一边将“三把刀”簪于台湾科技大学陈同
学的发髻中，一边向她介绍其中的含义。

现场，身着汉服、头簪“三把刀”的造
型，很快引来许多年轻人围观。“汉服等在
台湾很火，到处可见身穿旗袍、马面裙、刺
绣衬衫的年轻人在景区打卡拍照。”台湾科
技大学的陈同学说，虽然传统服饰渐渐成
为流行装饰，但这是她第一次真正了解到
它的文化内核，“这种‘武器’上头的打扮又
美又飒！能感受到福州女性的勇毅和独
立。”

“为了这把扇子，36个小时的路程值
了！”捧着手中刚刚做好的漆扇，台胞叶佩
鑫笑得眉眼弯弯。

“之前在台湾，我就常常在手机上看漆

扇制作的视频，这次来福州能够亲身体验
漆扇制作的每个环节，深刻感受了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叶佩鑫感慨道，由于
飞机延误，她花了 36 小时才到达交流营
地，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不仅陪伴
孩子参加了相关比赛，还收获两把心心念
念的漆扇。

昨晚，一场激烈的竞技表演在福州七
星台两岸少数民族文化村展区举行。两名
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的男子共握一条竹棍，
其中一名男子用尽全力，将对方推出直径
2米的圆圈之外，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展位负责人菈樊丝告诉记者，两名男
子展示的竹摔是台湾少数民族的体育项
目。每年在丰年祭活动中，台湾少数民族
都会通过竹摔等表演庆祝丰收。“丰年祭在
每年秋收季节举行，这次来福州展演是想
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台湾的传统文化。”菈
樊丝说，同行的15名台湾少数民族青年将
在海峡青年节峰会、舞会上展演竹摔。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一篇好
文章，牵动两岸情。昨日上午，海
峡两岸好文章暨“情系两岸”青少
年非遗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州民族
中学拉开帷幕，来自海峡两岸的
200余名青年携手互学互鉴，沉浸
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共赴一场非
遗文化之旅。

海峡两岸好文章暨“情系两
岸”青少年非遗文化交流活动是第
十二届海峡青年节集中活动之一，
由罗源县政府、福州市教育局、福
州日报社主办，罗源县委台办、福
州日报承办，活动为期一周，活动
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学交流、非遗文
化展示、实地采风和戏偶文化艺术
交流等活动，让两岸青少年共同感
受民俗民情、探寻同根同源文化，
续写美好的两岸情谊。

据介绍，海峡两岸好文章活动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8届，每一届征
文的主题都与两岸一脉相承的中
华文化息息相关。本次活动分为
线上征文大赛和线下“情系两岸”
青少年非遗文化交流活动两大环
节。

线上征文主题为“最美的风
景”，目前正面向福州市中小学和
台湾地区火热征稿中；线下交流活
动将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
发展，以青少年戏偶剧创作为桥
梁，为两岸戏偶剧融合发展搭建平
台，促进两岸戏偶剧界深度交流合
作。

当天的启动仪式上，台湾嘉义
大学学子带来了提线木偶剧《卖药

风波》，讲述医药不发达的旧时代，
药商们靠吆喝、表演杂耍揽客的情
形。舞台上，他们以灵巧的手指操
控着木偶，细腻的表情、流畅的动
作、诙谐的语言，让木偶变得立体
生动、栩栩如生。精湛的表演不仅
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也让大家对
这项传统技艺有了更多的了解。

福州民族中学民族融合戏剧
社的学生们，奉上了音乐剧《芬
芳》，该剧是福州民族中学原创的
民族融合音乐剧，充分吸收了畲族
山歌等音乐元素，旋律优美，意蕴
深远。今年 7月，《芬芳》受教育部
中外人文交流中心邀请，赴京参加
第五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线
下全国总展示。

接下来的两天里，闽台学子将
共排共创一部全新的海峡两岸融
合戏偶剧，并在海青节期间展演。

当日的活动现场，还举办了
“罗台青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交流点”授牌成立仪式，该交流点
未来将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和发展，旨在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合作新路径，打造闽台文化
交流的新舞台。

“先照着画好纸样，再下剪
刀。”在福州民族中学的非遗体验
室内，罗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
传承人朱学舜耐心地为两岸青少
年讲解剪纸的具体操作步骤。在
老师手把手指导下，两岸青少年拿
起小剪刀，认真练习。一张张单调
的红纸在一双双巧手下变成“囍”
字和花瓶等剪纸作品。

“这是我第一次来大陆，大陆
学生的演出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
印象，这次‘以笔会友’的旅行十分
有意义。”来自台湾的小学六年级
学生林妍希说，希望能通过这场活
动交到大陆的朋友。

“去年我在大陆参加好文章线
下活动的时候过了一个非常难忘
的生日，离别时，我们约定‘下次还
来’，这次我来赴约了。”台湾青埔
中学学生高定永告诉记者，去年他
第一次参加海峡两岸好文章的线
下活动时，恰逢自己的生日，参加
活动的小伙伴们唱起了生日歌，给
他送上了祝福。

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嘿
哈！嘿哈！”13日，福州市四季·悦
城酒店内传出了运动员们铿锵有
力的呼喊声，第十二届海峡青年
节·“稀白杯”海峡两岸（福州）跆
拳道交流大赛在这里举行。

跆拳道交流大赛是本届海青
节的“首来族”，为两岸青年打开
了交流的新通道。现场汇聚了来
自海峡两岸的 15支精锐队伍，共
计219名跆拳道精英同台竞技，其
中大陆选手 160 名、台湾选手 59
名。他们共同演绎了一场跆拳道
技艺的巅峰对决与文化交流的盛
宴。

在检录处，23岁的台青李孟
恩与大陆选手畅聊跆拳道训练时
的经验。“每个人训练的习惯不
同，技术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很
多训练问题的攻破方法，小伙伴
们的分享对我帮助很大。”李孟恩
说。

李孟恩来自台湾体育大学，
去年9月，他入选杭州亚运会中国
台北体育代表团参赛运动员名
单, 获得跆拳道男子 80公斤以上
级季军。这是他第一次来福州，
感受到福州在推动跆拳道发展方

面做出的努力。
对于24岁的中体联合体育产

业队选手黄惠珍来说，本次跆拳
道交流大赛给她带来了全新的体
验。“第一次有机会和台湾青年在
场上较量，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黄惠珍难掩内心的激动。无论是
私底下的训练，还是后场的准备，

黄惠珍都十分重视。上场比赛
时，她更是拿出了百分百的精气
神，“希望之后还有更多机会与台
湾选手交流。”

“坚韧不拔、尊重对手、勇于
挑战……这些精神品质都是跆拳
道带给我们的，也是青年一代在
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力量来

源。”台湾中华中小学跆拳道联合
总会会长林德昭告诉记者，两岸
青年运动员用拼搏诠释了青春的
意义和价值，“海青节是两岸跆拳
道爱好者沟通交流的起点，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携
手前行，共同为推动两岸文化交
流融合贡献一己之力。”

以海青节为起点 武友携手前行
“稀白杯”海峡两岸（福州）跆拳道交流大赛举行

一 名
少年在跆
拳道交流
大赛上表
演。
陈捷阳摄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昨日，由全国台
联指导，全国台联文宣部、北京市台联、福
建省台联、河南省台联和福州市台联主办
的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系列活动——

“2024年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启动。

在专家学者深入浅出的知识分享、生动
活泼的《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纪录
片、身临其境的模拟“乡试”中，来自台湾大
学、台湾文化大学、淡江大学等9所大学的
54名台湾青年学生，20名在闽台湾青年学
生，近百名榕城学子共聚一堂，复刻古代求
学场景。

穿上淡蓝色学子服饰，整理头顶发冠，
面向孔夫子端正行礼……第一次来到大陆
的台湾学生李易宸感慨地说：“从前课本上
抽象的历史知识，终于通过这次活动有了
实感。我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两岸同胞有共
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历史。期
待在后续行程中，我们能留下更多美好的
记忆，并把它们分享给更多朋友。”

这趟饱含情谊的科举之旅定不会辜负
营员的期待。为期11天的活动中，他们将
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福州台湾
会馆、福建省档案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等参加闽都文化体验活动。随后，营员们
将兵分两路，前往北京、河南中原故里，以
及南平朱子故里。

“这是我们第一次新增河南‘寻根之
旅’活动，希望营员在感受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的血脉亲情和文化根脉的同时，
通过更多实地探访见证祖国大陆蓬勃发展
的新面貌，体验一脉相承的日常饮食风俗，
感受两岸交流融合背后的‘人间烟火味’。”
活动相关负责人说。

“学习体验的内容更丰富了，交到的朋
友也更多了。”第二次参加活动的台青黄雅
各，在活动中有了不少新体验。手把手指
导大家下载微信、支付宝等APP，分享两岸
生活经验……由于本次活动中有 32名台
湾学生是第一次来到大陆，经验更丰富的
黄雅各当仁不让地成为大家寻求帮助的对
象。

“很高兴看到这次参加活动的台湾学
生更年轻了，期待更多台湾青年通过亲身
来大陆多走、多看，发现更多机遇。”黄雅各
告诉记者，他正计划以福州为新起点开展
演艺工作，“听说福州有面向来求职创业的
台湾青年提供 3个月的过渡期免费住宿，
等活动回来我就去申请。”

溯源中华文脉 共叙两岸情缘
海峡两岸好文章暨“情系两岸”青少年非遗文化交流活动开幕

舞动一根绳 展花样风采
首届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跳绳锦标赛开赛

多彩非遗显传统文化之美

台湾学子在榕重走科举路

福州民族中学学生表演原创音乐剧《芬芳》。本报记者 叶诚摄

台湾学子在福州民族
中学参加剪纸体验活动。

本报记者 叶诚摄

青年人体验竹摔。本报记者 唐蔚嫱摄

青少年表演花式跳绳。本报记者 包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