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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通过弘扬姓氏文化所包含的中华民族求本溯
源、寻根谒祖、血脉相连、家国情怀等内容，见证了两岸同
胞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这是任何力量
也割舍不了的。”5月30日，第十六届海峡论坛·海峡百
姓论坛在福建平潭拉开序幕，台湾劳动党副主席王娟萍
在致辞中这样表示。她相信持续举办百姓论坛，必能增
进两岸同胞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

闽台姓氏，自古同根，海峡两岸，血脉相连。自2007
年首届论坛举办以来，以“两岸同根 闽台一家”为主题的
海峡百姓论坛，已经成为两岸姓氏文化交流的桥梁，宗亲
血缘的纽带。16年来，累计超过3万名两岸同胞的共同
参与，让这个平台成为深化两岸联谊、增进民间交流的知
名品牌。

族谱一本 亲上加亲

族谱，作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两岸亲缘的见
证。论坛上最感人的一幕，莫过于多名两岸宗亲携带族
谱，分享了他们坚持寻根的故事。

“找到祖根，回到故乡其实是我阿祖的遗愿。”来自台
湾屏东的林首成、林筱蓉父女带着一本泛黄的族谱，讲述
了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

赴大陆创业的这些年，虽然一直感受到身边人善意，
林筱蓉却一直没有“家”的感觉。直到她找到了在福建的
祖籍地和宗亲。在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工作人员及林
氏委员会的大力协助下，林首成、林筱蓉父女终于找到祖
籍地——安溪县龙门镇桂林村，林家几代人的夙愿得以

实现。
台湾欧美音响总

代理陈威祐也带着族
谱来到现场，与人交流
时也不忘将族谱贴身
保管，足见珍惜之情。

原来，去年参加第
十五届海峡百姓论坛
期间，他与福建省姓氏
源流研究会黄氏委员
会副会长黄美玉相识，
得悉对方祖籍也在南
安，便拿出自己的族谱
请对方帮忙。在黄美
玉和省姓氏源流研究
会的共同努力下，他终
于找到了祖籍地，就在
南安市的东田镇高山
村。

“能将族谱带回祖
地是我们家族几代人

共同的愿望。”陈威祐说。如今，父亲念念不忘的祖籍地
终于找到了。下一步，他希望可以回祖籍地寻根谒祖，日
后再带着更多的台湾宗亲来大陆交流、结交朋友，常来常
往。

16年来，海峡百姓论坛积极促成台胞来闽寻根谒
祖、续谱联宗，成功对接了同名同村230多对、2000多部
的族谱，共修1万多部族谱。

现在，为助力两岸同胞更快速、更准确地寻找共祖，
福建发挥数字产业优势，还在积极探索两岸族谱数字化，
越来越多的数字家谱软件问世——许多App、网站、小程
序都能发布寻根信息以及创建数字家谱；智能计算、人机
对话，大量出现的电子族谱能让两岸族谱上溯的渊源更
久远、横向关系更多样……

6月1日，在本届海峡百姓论坛的分论坛上，武平百
家大院（祈福阁）“海峡两岸数智族谱体验馆”展播授牌仪
式和两岸姓氏统修族谱的签约仪式举行。借助数字技
术，两岸族谱对接呈现出了新的活力，两岸姓氏交流将迸
发更多的形态和成果。

心灵契合 共绘统一蓝图

16年风雨无阻的坚持，让海峡百姓论坛在促进两岸
民间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中展现出了蓬勃的生
命力和影响力。

去年，在第十五届海峡百姓论坛期间，两岸共同签约
启动合编《保生大帝文化志》。今年，两岸合编的《保生大
帝文化志》的最新成果——篇目及撰写范例顺利展出。

据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会长俞杰介绍，《保生大帝
文化志》将延续2019年发布的《妈祖文化志》模式由两
岸专家合作完成，将系统而详尽地研究保生大帝信俗文
化，全面梳理和展现保生大帝信俗的起源、传播、影响及
其与宫庙、文物、祭典、民俗、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等方面
的紧密联系。

“共同的民间信仰是联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汇编
将促进两岸同胞间的心灵契合。”俞杰说。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理由
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迄今为止，福建依托宗亲、乡亲、
姻亲和民间信仰这四大纽带每年举办民间交流活动超
200场，吸引数万名岛内同胞参加。

“闽台融合发展成功后，两岸必然统一。”新党主席吴
成典如是说。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平发展、交流合作始终是两
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践行两岸一家亲理
念，着力沟通、联谊、服务和团结广大台湾同胞，为推动两
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发挥积极作用。”全
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闽说。

“希望大家积极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不断凝聚反
‘独’促统力量，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和
平统一的美好未来。”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林锐表示。

（朱婷/文 主办方供图）

血脉相连 共 绘未来
——第十六届海峡百姓论坛在闽举行 续写两岸交流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