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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李丹萍 余冰玥 王 喆

你的成长之路，有没有被一本书深深影响过？你心目中理想

的书店是什么模样？

一家美好的书店能戳中当下年轻人的关键，一方面是需要涵

容丰富的书目，让每个有求知欲的爱书人得以安放内心；另一方

面，书店必须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以书为媒，让本不相识的

青年人相互联结，激荡思想，彼此看见和理解。

最近，在北京前门闹中取静之处，“真青春·活出彩·书香

为伴·梦想启航”活动暨“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 ”

揭牌仪式举办，这也是系列活动“識·光”两岸青年阅享会的开

篇。两岸著名作家和多名奋发向上的青年一起，畅谈阅读之于个

体成长、促进两岸交流的感想。

“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将成为一个动人的精神

载体，让爱书人找到踏实的归宿感，并与天南海北的年轻面孔相

遇，碰出思想的火花。

两岸书香滋养青年成长，好书做伴青春一路追光。

阅读能塑造自我，照见自己，照亮未来

一个青年，能透过阅读寻找到怎样的生命光亮？

39 岁的台湾青年李建勋分享，他从小在父亲的教导下读古

典文学、名家著作，那时候尚不明确阅读的意义，长大后他才深

刻意识到：“原来这些几千年前古人留下来的诗词文化，历久不

衰，不是没有道理的。原来父亲在我年幼之时，就将从小爷爷教

育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植’入我的血液。”

父亲去世后，李建勋感觉自己“瞬间长大了”，也觉醒了。

他把过去所读的书籍内容，内化成了行动力。是书籍，给了他改

变的力量。

90 后 台 湾 青 年 张 玮 珊 ， 分 享 了 自 己 在 书 中 意 外 寻 找 到 祖

国、转变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人生志向的经历。

张 玮 珊 说 ，“ 透 过 这 一 代 代 中 国 仁 人 志 士 的 精 神 与 思 想 面

貌，我逐渐了解到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应当有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担当、为天下大同共存共荣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

任与使命”。

读书能塑造和改变自我，亦能传递爱心，照亮和温暖人世间的

其他人。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管理系 2020 级本科生张曦月，分享了史铁

生先生的 《我与地坛》。张曦月说：“或许是在那堂语文课后，又或

许是在这本书上的落灰被我再次擦拭干净以后，我便认为人这一

生，一定是要为了什么而活的。”

2022 年 10 月 21 日，张曦月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成功分离采

集出含有造血干细胞的 200 毫升悬液，造血干细胞于当天下午被送

往郑州，输入患者体内。

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四渡河村，90 后驻村第一书记王天宇

和同事们一起创办了一个青年书吧。书吧是开放的，村里的小朋

友、游客等都可以来这里看书。除书吧外，村里每周还会组织一场

读书活动，分享图书内容，相互交流学习，营造良好阅读氛围。

去年 9 月 18 日，北京首个“童心港湾”在四渡河村正式揭牌，

村里的孩子从此有了艺术教室。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学专业 2020 级本科生陈凯迪

认为，我们不仅要读文字的小书，更要读生活、读人生的大书 。

“如果说文字的小书告诉我们那些情感、那些思想曾经存在，那么

人生的大书则能帮助我们解除个人与书本间的屏障，让我们能够在

代代相承的文化厚土上去照见自己，照亮未来。”

在读书中确立人生志向，阅读拉近两岸距离

“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既有年轻读者们喜爱的大

陆作家、学者著作，还有许多关于宝岛台湾的书籍。阅读，能有效

拉近两岸同胞的思想距离。

此次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活动的蓝博洲，是来自台湾的知名作

家。李建勋在小时候便读过他的 《幌马车之歌》，张玮珊还借用了

蓝博洲的著作 《寻找祖国三千里》 作为她本次演讲的标题。

蓝博洲坦言，他在高一休学时，整天与几个准备重考高中的同

学在街头无所事事，“就在预知即将沦落不可抗拒的脱轨生活”的

某天，在家无意发现一本名为 《北极风情画》 的书，很快便读了进

去。“我本以为这是本介绍旅游风光的书，没想到是本爱情小说。

但它讲述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一点生活哲学”。蓝博洲被故事吸引，

阅读之路从此开启，离开街头，转往书店和图书馆找书看。

蓝博洲回忆，那个时候由于青春少年莫名的叛逆，不论是父母

还是他本人，都对自己不满意，看书，帮助他安静下来思考生活遇

到的问题与生命的意义。

蓝博洲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当属鲁迅的作品。在他看来，鲁

迅作品中的很多观点到了今天依然适用。

大学时，同学借给蓝博洲一本鲁迅的 《呐喊》，并限定第二天早

上 8 点返还。蓝博洲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手抄。这也是他与鲁迅的初

次相遇。“这和我以前阅读的很多作品不一样，像阿 Q 不只讽刺一

个小人物的愚昧，其实是对封建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中 国 报 告 文 学 学 会 副 会 长 李 青 松 说 ， 他 很 喜 欢 阅 读 台 湾 的 文

学 作 品 ， 特 别 是 在 上 大 学 的 那 段 时 间 。 他 说 当 时 自 己 不 但 读 过

三 毛 的 《撒 哈 拉 的 故 事》《稻 草 人 手 记》， 琼 瑶 的 《烟 雨 濛 濛》

《我 是 一 片 云》 等 ， 还 喜 欢 听 由 席 慕 蓉 作 词 的 歌 《父 亲 的 草 原 母

亲的河》。

在李青松看来，台湾的文学作品特别清新自然，较为“柔软”

“生活化”。

两岸的文学交流，形成了让年轻一代人相互了解的纽带。

95 后台湾青年沈宏叡在分享中说，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台湾青

年，他在 20 岁前从来没有来过大陆，但酷爱看历史书籍，尤其阅读

了很多近代史相关的书籍，了解到国家近代百年国破家亡的“屈辱

史”与“血泪史”，深刻感受到大时代下台湾同胞被硬生生与祖国割

裂的创伤。

20 岁那年，沈宏叡终于第一次来到大陆，去中国人民大学当交

换生，还有机会参与去大凉山的调研活动。这些读书、调研经历让

他亲眼看到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

“我自己是从成长阶段借由读书建立正确的国家认同，又透过阅

读走入祖国大地，祖国非常之大，我们台湾青年了解得太少，读书

加实践可以让我们好好补补课，深化两岸的交流”。

张玮珊阅读了蓝博洲的著作 《寻找祖国三千里》，时常感觉到她

过去十年来思索的道路，也是一条寻找祖国之路。“这条路很漫长，

遭遇到了很多不理解与批判，但是我总会想起台湾岛上日据时代下

一代代舍生忘死的中国人。没有完整的国家，就没有幸福的个人；

没有强大的中国，就没有安定的台湾”。

张玮珊说：“为了捍卫历史的正义与岛上中国人的尊严，为了两

岸人民的长远福祉与长治久安，我想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将是我们

这一代台湾青年应该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两岸文学影响深远，书店是两岸交流的新窗口

活动的主持人之一吕思墨，是青年演讲节目 《与世界说》 总制

片人。

“我觉得在两岸青年的文化交流当中，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书结缘的青年非常多。”吕思墨认为，这次书店的启幕，为

青年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吕 思 墨 小 时 候 就 很 喜 欢 台 湾 作 家 席 慕 蓉 的 作 品 ， 读 她 的 诗 歌

时，感到自己与作家之间“是通过文字的方式进行了一种文化上的

沟通和交流”，温暖且有力量的文字能影响更多年轻人。吕思墨期待

书店能多多推荐好书，举办一系列线下和线上的交流活动，包括读

书分享会。

“青年可以利用好新媒体这些更多元的社交平台交流，把自己对

于书的感悟和从书中汲取的力量一起传递下来。我觉得这样的交流

可以更多元、更丰富。”

张玮珊表示，书店同时有大陆和台湾的书，她期待将来台湾也

有一个类似书店。

“文以载道，书中承载着很多精神思想，可以进一步开拓两岸青

年视野，进行思想上的交流。现在旅游上的交流还是比较表层的，

书可以给精神或者思想带来更多的改变。”张玮珊说。

关于两岸之间的文学交流，在蓝博洲看来，虽然活动很多，但

多数谈不上真正的交流。“很多交流没有触及到两岸长期分隔而形成

的发展与认知差异，两岸文人没有不设防地进入真心的交流，从而

起到促进民族团结的融冰作用”。

李青松认为， 大 陆 和 台 湾 之 间 的 文 学 交 流 很 有 必 要 ， 但 是 目

前 还 不 够 多 。“ 未 来 是 属 于 年 轻 人 的 ， 如 果 他 们 熟 悉 起 来 ， 交 流

增多，有利于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

两岸书香滋养青年成长

10 月 25 日，“真青春·活出彩·书香为伴·梦想启航”活动暨“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揭牌仪式在北京举办，这也是系列活动“識·光”两岸青年阅享会

的开篇。 本版图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陈剑摄

10 月 25 日，“真青春·活出彩·书香为伴·梦想启航”活动现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青松(左)和台湾知名作家蓝博洲作为特邀嘉宾，分别发言。

10 月 25 日，“真青春·活出彩·书香为伴·梦想启航”活动现场，一位听众用手机拍摄分享会。

10 月 25 日，位于北京前门大街附近的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内，两位女士在书架前驻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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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位于北京前门大街附近的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

店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漆镶嵌髹饰技艺传承人马晓雨给在场的年

轻人讲述陶瓷修复。

10 月 25 日，“真青春·活出彩·书香为伴·梦想启航”活动，两岸青年以

演说的形式分享自己与读书的故事。来自台湾的青年沈宏叡作分享。

10 月 25 日，“真青春·活出彩·书香为伴·梦想启航”活动，两岸青年

以演说的形式分享自己与读书的故事。北京大学 2020 级本科生、大陆高校师

生赴台交流参访团成员陈凯迪奏古筝作分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诗童 张 敏

黑色白色的面团揉圆压扁做成眼睛，再揉出胖乎乎的爪子

抱住翠绿的竹竿，小小的面团在非遗传承人郎佳子彧手里，一眨

眼的工夫就变成了一个憨态可掬的熊猫，把来自台湾的李建勋

和范怀方“萌化了”。他们也模仿着做了两个小小的熊猫，爱不释

手。郎佳子彧说：“熊猫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两岸青年共同喜欢的

东西，希望熊猫能够让两岸青年双向奔赴，更加了解彼此。”

10 月 25 日，两岸青年相约走进中国青年报社全新升级的

“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体验中国传统非遗的制作过

程。当天，在北京台湾会馆，两岸和平志愿者联盟、台海出版社、

中国青年报社等机构举办了“識·光”两岸青年阅享会，来自海峡

两岸的年轻人分享成长与奋斗的故事，传递青春的美好。

越过海峡，他们找到回家的温暖

“直到长大与母亲回来祭祖后，我才懂得了父亲的执念。”在

分享会上，台湾青年李建勋讲述了父亲过世后，他的成长与思

考。李建勋的父亲是 1949 年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老兵。在

他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有个执念，就是有朝一日要回到在大陆的

老家，这是他的根。

可是后来父亲身患癌症，已无法回到故土。直到去世前，他

还在给李建勋讲述家族的故事。多年后，李建勋一路奋斗，从自

己口中“躺平的学渣”到华夏科技大学与台湾国立新庄国中杰出

校友，成为台湾商业总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终于和母亲

回到父亲生前眷恋的故土，和久别的亲人紧紧相拥。李建勋说：

“看到在大陆的亲人后，才明白什么是血浓于水，才明白亲情不

可磨灭。”对故土的眷恋，终于从上一辈传递到他心上。

同样在大陆感受到温暖情谊的还有土生土长的台湾青年沈

宏叡，2017 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做交换生。“那种心情就是，一

落地就能感受到，我们都是中国人，那种亲切感就是祖国。”沈宏

叡很快就适应了大陆的生活，因为感觉同学们从来没把他当外

人 。他说 ：“我的很多好朋友都来自北方，他们管我叫‘台湾铁

子’，就是铁杆兄弟的意思。”

在西安，他看到了历史课本上的兵马俑，被五千年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深深震撼。在陕西黄陵县，他走了好远的路，特地去

祭拜了黄帝陵，并在纪念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个纪念碑中

间拍下一张合影，留作纪念。最后他一路寻找到了“台湾光复致

敬团祭黄帝陵文碑”，那是一座建造于 1946 年台湾光复一周年之

时的石碑，它承载了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的民族感情和认祖归

宗的情怀。沈宏叡说：“那一年，由于连日暴雨，道路阻隔，‘致敬

团’未能如愿抵达黄帝陵，只能选择在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

区）中山中学体育场遥相祭奠。今天，那些台湾先烈先辈们的遗

愿，他们魂牵梦萦的寻根之路，我们这代青年将替他们走完。”

越过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台湾青年在大陆找到故土的温暖

和文化的认同，大陆青年也在两岸青年频繁的交往活动中走进

台湾，在饮食中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在“双向奔赴”

的情谊中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

陈凯迪是北京大学 2020 级本科生，今年 7 月，她作为大陆高

校师生赴台交流参访团的一员走进了宝岛台湾，这也是全球新

冠疫情流行 3 年多来大陆高校首次组团赴台交流。参访期间，两

岸青年在乒乓球桌上切磋球技，在座谈交流中感受两岸文化同

文同种同源的深层联结，陈凯迪还与台湾青年乐手陈德夫联手

演奏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共同展示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

而最让陈凯迪印象深刻的是，到访桃园的时候，一家餐厅的

老板听说他们要来，特地做了以台南芒果为夹心的大福，又从上

海空运了新鲜的荠菜，为他们包了一顿荠菜馅的饺子。“当我最

熟悉的，伴随着我成长的家乡味道在舌尖上盘旋时，有那么几个

瞬间，故乡仿佛就在我的身边。”那位老板说，希望从北方来的朋

友们在台湾也能品尝到大陆的味道。那一刻，陈凯迪感受到的不

只是美食本身，而是通过美食表达的善意和温暖，让她常常回

味，不能忘怀。

立业逐梦，台湾青年找到扎根的土壤

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大陆不光能让他们找到文化的归属感，

还找到了向下扎根和蓬勃发展的土壤。活动主持人徐韬就是一

位在大陆创业 6 年的台北青年。曾经他在台湾读了 7 年大学，其

中休学了 3 年半——3 次创业，3 次失败。徐韬说，“台湾市场确实

比较有限，空间很小，屡次创业都不温不火。”直到 2014 年，来自

大陆的交换生鲍冠羽和他做了同桌，跟他分享了很多大陆的资

讯，比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大陆的市场蓬勃发展，

出现了共享单车、团购、直播等很多成功的创业案例。作为一个

青年创业者，那时起，徐韬就对大陆心生向往。

2017 年 ， 当 硅 谷 和 中 关 村 两 个 创 业 地 点 摆 在 他 面 前 的

时 候 ， 他 毅 然 和 鲍 冠 羽 合 伙 在 中 关 村 清 华 科 技 园 注 册 成 立

了 “ 小 包 智 工 ”。 而 实 打 实 的 政 策 支 持 也 让 徐 韬 真 正 扎 根 下

来 —— 项 目 启 动阶段，孵化器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的工位；政府

组织的创业比赛，让他们接触到国内外顶尖的风险投资机构；北

京的住房成本高，通过中关村对创业公司的扶持政策，他们获得

了 10 套公租房名额⋯⋯如今，“小包智工”连续获得 3 轮融资，公

司在全国 7 个城市开展了业务，为 10 多万人创造了超过百万新

形态灵活就业工作岗位。

回顾这 6 年的创业历程，徐韬认为，之所以在大陆创业成

功，有赖于市场体量大，同时政策很友善，创业环境有活力、有韧

性。他说：“过去在台湾，我感觉像鱼缸里的鱼，很安全，可是我来

到大陆像是回到了大海。一开始可能感觉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今天，当我度过了很多困难阶段，我发现徜徉在大海之中，更加

自由、更加广阔。而且，大海才是鱼该待的地方。”他希望，和他一

样有志于投身创新创业的台湾青年，都能来大陆了解看看。

在分享会之外，在大陆扎根的台湾青年还有很多。台湾设计

师鲍达芃 2007 年就受邀来到大陆，参与了许多国家级项目的夜

景观工程建设，比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灯光工程、2009
年广州亚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他的设计还点亮了广州

塔、国家大剧院等城市地标性建筑。如今，鲍达芃担任上海交通

大学集团设计研究总院文旅院客座副院长，在他的团队里，两

岸艺术家各占一半。好几位台湾青年设计师都是因为他的邀

请，从台湾直奔上海而来。鲍达芃认为，大陆是台湾年轻一代

设计师发展事业最好的沃土，没有之一。有大陆的城市发展作

为基础，设计师才有了实践建筑景观创意的先机。而两岸同根

同源同语言，没有文化的隔阂，让台湾设计师能更好地融入当

地，完成创意的表达。

今年，他还带领两岸青年数字艺术家共同创作“大美中国”

数字艺术藏品，用新兴的数字艺术展现“祖国”的人文地貌和非

遗传承。“他们（台湾设计师）在这个项目里，可发挥的空间可多

了！”鲍达芃说。“美”是两岸设计师们共同的追求，他们每周一同

City Walk、看展览、吃美食，光是上海的万国建筑就给了他们层

出不穷的灵感。

用不同的方式，共同讲好祖国的文化故事

北京怀柔区渤海镇四渡河村驻村第一书王天宇是许多扎根

乡村一线的大陆青年代表。在分享会上，他分享了团队一年来发

挥青年力量、点亮好山好水的故事。驻村以后，他梳理当地旅游

资源，根据年轻人的喜好，设置景区盲盒，开辟了露营基地，进行

了很多鲜活有益的乡村实践。他发起的四渡河村全球青年志愿

者招募计划，招募到了 100 多名青年志愿者，其中就有两名在北

京上学的台湾青年。这些青年志愿者不仅成为他建设乡村的智

囊和帮手，也成为四渡河村发展乡村旅游和对外宣传的一扇窗，

很多外国人都慕名而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95 后

郎佳子彧，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与摩纳哥亲王一起捏冰墩

墩面人的视频火遍了全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为他的技艺

点赞。郎佳子彧在抖音、B 站、微博等社交平台上拥有百万粉丝，

有个台湾网友看过他的视频，私信说想要来北京“拜师学艺”。这

次和台湾青年共同“捏熊猫”，也让他期待以后能够与台湾青年

有更好的、更深入的了解。

因为对祖国的眷恋，2021 年，在回乡后的第四年，沈宏叡如

愿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再次踏上了

这片凝聚他民族认同感的土地。他走进四川、福建等地，了解当

地的发展情况，体验当地的文化、美食。他把在大陆生活的点滴

和参加两岸交流活动中的所见所闻拍摄下来，制作成 vlog 发布

在自媒体上。他给自己起的网名叫“台湾铁子沈宏叡”，他说，台

湾民众对大陆并不了解，而大陆同胞对台湾也非常好奇，他们对

台湾人非常友好。所以，他希望可以用年轻人的方式增进两岸了

解，有更多两岸青年在交流中成为“铁子”。

越过海峡，两岸青年讲述温暖“識·光”里的青春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 喆 记者 张 敏

最近，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大三学生林姵纶正跟着老师进

行中医经典古籍 《金匮要略》 及注解本的汇总整理工作，这本像

字典一样厚的书，她已经翻过无数次。

《金匮要略》 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精品课程，虽然还没进行相

关学习，但能够提前熟悉书中知识，她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上课讲的可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我现在是整本读”。目

前，林姵纶手里有 6 个注解本，她说：“对于同一段原文，把不

同的注本放在一起看，通过对比，可以不断地去理解其背后不同

的用药思路。”

在北京，像林姵纶一样学习中医知识的台湾籍学生还有很

多，他们在学习中感受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并以中医为载体，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两岸青年交流。

为了让中医养生知识的传播突破时空限制，使健康生活的观

念在更多青年心中扎根，10 月 25 日，中国青年报虚拟数字人正

式发布，它顺应移动互联时代向沉浸互联的元宇宙时代转变的发

展趋势，将数字人技术落地到健康这一更为垂直的应用场景之

中，致力于借助中医智慧更好地服务青年成长。

文化同根，中医同源

2002 年出生的林姵纶从小在台湾长大，高中毕业后，她选

择来大陆求学。谈及学习中医的初衷，她说 ：“因为我是双胞

胎，小时候身体不好，最初是想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台湾的中医

学科在私立院校，家庭负担会比较重，而且我觉得来大陆学会更

正统一些。”

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中医、中药并不陌生。来自台湾彰化

的 90 后青年岳书颉从小就吃一些药膳，平时生病也习惯去看中

医、吃中药。高中时，他通过中医治疗自身运动损伤，从而对中医

产生浓厚的兴趣。

现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的他正是看到了中医的治疗优

势，才选择来大陆学习。来之前，他曾就读于高雄医学大学的运动

医学专业，“那里的学习更偏重于西医，比如在骨伤科方面，西医

更倾向于手术，但对一些劳损病症，就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所

以在台湾取得本科学位后，他又申请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本

科专业。

初到北京时，岳书颉时常觉得学习抓不住重点，“因为已经适

应了台湾的教学模式——选择题比较多，只要有印象就能找到正确

答案，而大陆手写内容较多，要求有很扎实的基础知识 ”。就这

样，经过两年的摸索，他才完全适应。

而台湾的成长背景，有时候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学习优势。比

如，在 《金匮要略》《伤寒论》 等课程的学习中，会遇到不少繁体

字，这对于林姵纶和岳书颉来说，反而更容易。

积累经验，在实践中修正完善

2021 年，岳书颉本科毕业。这年暑假，北京中医药大学两岸

青年实践团成立，组织两岸青年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在北京乡村

开展志愿服务和健康义诊，同时调研乡村振兴成果，助力传播中医

药文化。

岳书颉是实践团的一员。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他们去了北京

延庆和平谷的农村，通过健康咨询、针灸、推拿等方式，宣传普及

中医药保健知识和诸多常见疾病的治疗常识。这也是岳书颉第一次

走进北京乡村、第一次参与义诊活动。

“村里老人很多，年轻人比较少，跟台湾有点像。”岳书颉说，

老人主要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心血管疾病、失眠等问题。

今年暑期，林姵纶接过接力棒，也成为实践团的一员，这次他

们去的是北京怀柔农村。提及对当地的第一印象，她说：“附近山

很漂亮。跟台湾比，这里的老人更朴实，有时候有一点口音，我们

帮他们贴耳穴，他们会跟我们道谢。”

回到学校，她更积极地投入到实践中，比如，每周三和周五下

午 5 点左右，会在学校食堂为同学把脉义诊；每周六会抽出半天时

间跟诊⋯⋯在学习把脉的过程中，林姵纶越来越喜欢中医。

进入研究生阶段，岳书颉开始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进

行临床轮转，在这个过程中，他积累了不少临床经验，所以更渴望

通过参加义诊，跟患者有更多交流。今年暑假，他抓住了到山东枣

庄李庄村、北京来广营进行义诊的机会。相较于第一次义诊，这两

次对于村民咨询的问题，他都能给予相应的解答。

为了推广中医文化，他还现场教村民一些锻炼的功法，比如八

段锦等。“中医的功法主要是调心调神，也有健身的作用。”岳书颉

说，义诊可以帮助自己巩固在临床中学到的用药及诊断知识，同时

也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完善细节的过程。

中医架桥，促进两岸青年交流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园里，还有很多特色社团。林姵纶结合

自己喜欢做饭的兴趣爱好，大一就加入了药膳社团。每周社团都会

组织实训活动，结合时令，鼓励大家制作山药奶黄包、姜母鸭、当

归羊肉汤等药膳。最近，他们正跟文学社合作，筹备苏东坡诗词里

的药膳活动。

通过参加社团，林姵纶跟大陆学生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我们

部门就我一个台湾的，所以就变成了‘团宠’，大家都特别友善。”

在临床轮转过程中，岳书颉与大陆的同学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无

论在门诊还是在病房，大家在临床工作中都会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岳 书 颉 还 有 一 个 比 自 己 小 5 岁 的 妹 妹 ， 现 在 在 台 湾 读 中 医 ，

“她本科学的管理，毕业后跨专业学医学”。

因为专业领域相同，除了生活方面的交流，兄妹两人在学业方

面也有更多的沟通，这使岳书颉对台湾的中医有了更多了解。“她

现在也进入了临床轮转阶段，就会跟我讲一些她遇到的问题，然后

我们两人讨论一下。我们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妈在台湾得了带状

疱疹，她问我们怎么治疗。”

岳书颉希望两岸在医学方面能有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通过不

断碰撞产生新的火花，从而开拓一些新思路，“在这个过程中，两

岸青年有了更多互动，也可以化解彼此间的一些误解”。

跨越海峡，中医为两岸青年架起沟通桥

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潘子鸣

余光中先生是一位台湾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始终

保持着一种包容、平和的心态，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言

论，不断呼吁两岸加强文化交流、和平发展，成为台

湾和大陆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我小时候读过余光

中先生的 《听听那冷雨》，从此对他的作品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余光中先生饱受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折磨，

借助“雨”凄凉忧愁的意象，在古屋听雨之中表达出

若有若无的悲伤和惋惜之情，诉说着分离之苦。在这

之后，余光中先生的形象便立体地留在我心中，那个

热爱祖国，忧郁却又热烈的诗人，也构建了我对于两

岸人民之间的感情认知。

余光中与《听听那冷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 刘若辰

《三体》 是给予我学生时代很大触动的作品。初

三备战中考时，《三体》 将我从无法喘息的生活中解

脱。深夜，每当我看向天上的星星时，总是会想：是

否也有星星在看向我们？在光年之外，是否真的存在

更高级的外星文明？而在面临种族生死抉择时，人类

又将何去何从？是团结一心抗敌，还是依旧貌合神

离？宇宙不是童话⋯⋯这一切都令人战栗且兴奋。

刘慈欣以渊博的学识与宏大的叙事，造就了这样

一部充斥着疯狂想象的科幻巨作。“给时光以生命，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生活中纷争

离合，生命仍在前行。

刘慈欣《三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 洪一凡

在这本书 7 个不同的故事中，他用大量的白描笔

触与留白设计书写着社会的疏离与现代人的必经困

境。“死亡”是贯穿全书的主题，它以一种多变的、

隐秘的形式笼住了每一个故事，也罩住了害怕离别、

孤寂、畏惧之苦的我们。死亡并不是一个谈不得的话

题，也正是袁哲生的故事让我对与死亡相关的一切有

了更多的思考。因为真正懂得了离别，所以更擅长思

念，连带着更知道珍惜。

我想，这是一本“失语”的书。作者的“失语”

成就了这本书最美妙的地方——读者难以用言语表述

的蕴藏于字里行间的“静穆与哀伤”。

袁哲生《寂寞的游戏》

生活的大书，就在最平凡的
点滴中，在你、和我、和他之间。

——陈凯迪

读 书 或 许 当 下 无 感 ， 但 不
读书你未来连无感都没有。

——李建勋

青年一起来！点亮祖国的好
山好水，参与全业态乡村振兴，
感知更立体的中国。

——王天宇

如果宇宙是一首诗的话，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组成这首诗的一个
个文字，我们繁衍不息，彼此相爱，
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首宇宙之
诗里，读懂我们存在的意义。

——张曦月

祖国非常之大，我们台湾青
年了解得太少，读书加实践可以
让我们好好补补课。

——沈宏叡

我想历史的使命已经交棒到
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我们这一代
人，一定能把台湾带回家！

——张玮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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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来自首都校媒的同学们，现场参与活

动，分享他们与阅读之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