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
乡土观念，无论走到哪里都不
会忘记自己的根。明清以来，
大批闽南人、客家人纷纷迁居
台湾，他们常会邀集同府、同
县、同乡、同村者居住在一起，
借助血缘、地缘力量，共同应
对拓垦过程中的艰难险阻，逐
渐开发形成一个个村镇街
区。他们还把祖籍地的府、州、县、乡、村名，以及开发建
设台湾有功的历史人物、有影响的垦台名人、家族姓氏乃
至家乡传统命名用词或习惯等，移用过来为新形成的村
镇街区命名，希望以此凝聚同宗同姓力量，同时也激励后
人不忘故土。

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见证一方百姓生存、发展
的历程，包含着极丰富的文化要素。诸多台湾地名受到
大陆迁台先民的影响，渗透着浓厚的祖地情结，折射出中
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是海峡两岸地缘相近、血缘相亲的生
动体现。闽台地名既承载着老一辈留在记忆深处的故土
情结，也搭建起下一代沟通联络的桥梁纽带。传承弘扬
闽台地名文化，有利于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
发展，进一步激发“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

台湾地名镌刻着故土情结和文化认同

在台湾，以大陆城市命名的街道多得数不过来。历
史上，大陆先民迁居台湾时，也同样通过给村镇街区命
名来表达对家乡的无限眷恋和对祖籍地的文化认同。
他们命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体现对祖籍地的眷恋怀念。众多福建先民迁居到
台湾后，因为思念家乡，往往会把家乡地名移植到新开
发聚居的地方。如台中市大甲区铜安里，居民多来自清
代泉州府同安县；台湾彰化县的诏安里，早期居民大多
来自福建漳州诏安县，遂以县名为村名。除了行政区划
名，闽台同名庙宇也承载着闽台两地民众基于共同祖籍
地的文化渊源，如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嘉应庙，由福建晋
江东石镇迁台先民兴建，奉祀家乡的神灵作为乡土保护
神庇佑乡里。如今每年元宵节，晋江东石镇嘉应庙都会
举办“数宫灯”民俗活动，邀请台湾乡亲共同参与。

体现对血缘宗亲的认同。福建先民到台湾之初，为
了共同防御外敌，合力拓垦，往往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结
合成一个聚落，并在聚落地名前加上本族姓氏而形成冠
姓地名。如台湾新北市西盛里许厝，地名源于清代最早
到这里开垦的许姓，祖籍泉州府晋江安海镇前埔许厝
（今属晋江安海镇前埔村），形成聚落后也以家乡的许厝
命名。据《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所记，台湾各县市乡
镇约有160多个同姓村落，分属于近70个姓氏，这些同
姓村落居民以福建籍迁台先民为主。

体现对开发建设台湾先贤的纪念。台湾不少地名
旨在纪念收复台湾、维护国家主权的著名人物，如纪念

郑成功的“成功村”“成功里”等，纪念施琅将军的“将军
乡”“将军里”等。还有的地名是为了纪念拓荒台湾的重
要人物，如台湾云林县的林圯埔，是为纪念郑成功部将、
同安人林圯而命名。

体现对中华传统命名原则的遵循。台湾一些地名
的命名也遵循了中华传统文化因地形、行业等取名的原
则。台湾地名有众多带有厝、寮、埔、庄、湖、陂、坑等的
称呼，如高厝、王厝寮等，这些称呼在闽南地名中也大量
存在。台中南屯区旧称犁头店，其得名是因为此地在拓
荒时有很多打造犁头、锄头等农具的店铺。

体现追求安宁幸福生活的共同愿望。中华文化中
自古就有使用“安”“宁”“福”等美好字眼为地名命名的
习惯，如福建就有永安、同安、华安、建宁、福州、福安等
县区名称。这种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也影响着台湾
地名的命名，如台湾岛内有不少用泰和、泰兴、富贵、万
寿、康寿、永宁、永乐、永昌等命名的街道与村落。

以地名为纽带的文化交流方兴未艾

闽台地名饱含着两岸人民共同的历史情感和文化
认同，近年来，以地名为纽带的闽台文化交流方兴未艾。

交流主题鲜明，贴近基层民众。自2013年开始，福
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等单位连续举办“同名村·心连心”
联谊活动。活动重在面向基层、面向青年，活动主题从
最初的“寻根”“续缘”“共建”“共创”，拓展到聚焦两岸人
民的日常生活习俗，突出两岸“同根同源”，先后以“食同
味”“婚同俗”“居同厝”“曲同调”“笺同墨”“祠同宗”为主
题组织两岸民众交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宗亲参与
其中。在今年6月举办的第十二届“同名村·心连心”联
谊活动期间，晋江、台湾两地的许氏宗亲在晋江安海镇
前埔村许氏祠堂共同祭拜先祖，来自台湾新北市的许氏
宗亲深情表达了对祖籍地的深切认同和眷念之情。

交流方式多样，厚植乡情乡谊。近年来，福建连续
多年邀请台湾民众走访同名村镇，观看乡村民俗风情表
演，考察福建具有闽台渊源特色的祖地、祖庙、宗祠，开
展同名村族谱对接、宗姓联谊。2022年，闽台同名同宗
村代表共同发起征集保护“两岸家书”倡议，唤起两岸同
胞的共同历史记忆。在两岸宗亲交往的过程中，不少台
湾同胞来到大陆求学追梦。在福建创业发展的台湾青
年李志章携手大陆伙伴建造漳州平和县迁台记忆馆，集
中展示台湾雾峰林家200多年前从平和县出发的迁台

史，他希望更多台湾青年把握
时代机遇，积极推动两岸融合
发展。

交流内容深化，推动共赢
发展。闽台地名文化交流不
仅局限于同名村联谊、寻根谒
祖，也关注两岸共同发展。在
2013年举办的首届闽台“同
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期间，

就有19对闽台同名村以“双方互动、互惠双赢”的原则，
签署了友好交流合作意向，其中提出要利用各自优势，
在资源、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协作，在政策范围
内，促进两地企业和民间合作。2019年，第七届闽台同
名村镇续缘之旅活动期间，主办方邀请了台湾与福建同
名村镇乡亲，共同探讨交流两地在乡村建设、民俗文化、
研学旅游等方面的协作，以推动乡村振兴和共赢发展。

进一步加强闽台地名的保护利用

通过地方志、族谱、祖先牌位或者老一辈口耳相传
的地名，查找自己所属宗族、籍贯的线索，是台湾同胞寻
根谒祖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加强闽台地名保护利用和
研究交流，对于增强两岸同脉同源的文化认同、推进两
岸融合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加强保护，留住地名记忆，增进文化认同。闽台地
名在历史演进的漫长过程中，历经数次更名，台湾地区
许多体现两岸同宗同源的地名早已不复存在。为方便
台湾同胞寻根谒祖，要加强对福建涉台地名，特别是两
岸同名同宗村（镇）、宫庙等地名的保护，严格更名、销名
程序。对于因农村城镇化而被撤并消失的涉台地名，可
在科学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视情予以恢复命名。

深化研究，挖掘地名内涵，增进心灵契合。要加强
对闽台地名文化资料的整理，从彰显闽台两地语源、亲
缘、地缘、信俗等深厚渊源和历史联系方面开展研究。
要深化闽台地名溯源研究，完善地名演变谱系，为闽台
民众寻根谒祖和共修共建同名同宗村村志、馆、网提供
支撑。要深入挖掘闽台“福”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共同之
处，从千家万户门窗贴福、建筑饰福、节日祈福、地名有
福中阐释和表现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使两岸民众在生
活日常中就能感受到两岸文化的渊源关系。

活化利用，讲好地名故事，增进情感融合。开展形
式多样的闽台地名宣传活动，如策划举办闽台地名故事
会、拍摄闽台地名短视频等，宣传普及闽台地名源流知
识，扩大闽台地名文化渊源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同时，
以闽台地名文化交流为纽带，搭建以宗亲、乡亲、民间信
仰和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交流交往平台，为推动两岸融
合、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作贡献。

（作者：曹斌，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
公室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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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情深 地名为证
——传承弘扬闽台地名文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8月27日晚，大型音舞诗画《掀起你
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2024全
国巡演福建站在福建大剧院精彩上演。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眉
……”当熟悉的曲调响起，身着盛装的演
员们欢乐起舞，巍峨的高原雪山，广袤的
戈壁大漠，辽阔的草原与蜿蜒的长河交织
成一幅幅壮阔的风光铺展在大屏幕上，大
美新疆“扑面而来”。

整台演出分为《舞从天山来》《歌飞新
丝路》《交响昆仑情》三个篇章，选取具有
代表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舞蹈、
声乐、史诗吟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
多种艺术形式，展现新疆多彩瑰丽的文化
特色。值得一提的是，演出团队特别为福
建观众带来了具有福建特色的歌曲《采茶
扑蝶》等，现场呈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景象。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福州市民零距离

感受新疆歌舞，演出团队于8月25日晚、
26日晚分别在福州五一广场和闽江之心
青年会广场举行艺术“快闪”,用音乐和舞
蹈的方式,让“新疆是个
好地方”深入人心。

此次巡演活动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政府、福建省
人民政府主办。《掀起你
的盖头来——新疆是
个 好 地 方 》创 排 于
2022 年，是新疆对外
文化交流的一张重要名
片。该作品于2023年
4月至5月完成第一轮
全国巡演，第二轮全国
巡演于今年7月启动，
先后在辽宁、吉林、湖

北、江苏、安徽、河北、北京、福建等援疆省
市演出。

（韩惠彬 文/图）

热情舞乐中遇见大美新疆
大型音舞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在闽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