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寻中山足迹，传承黄埔精神

——2014年“粤台学子中华情”暑期交流活动获得圆满成功

广东海外联谊会

     为 顺 应 两 岸 大 交 流 、 大 合 作 、 大 发 展 的 历 史 潮 流 ， 广
东 海 外 联 谊 会 从 2 0 1 4 年 起 牵 头 举 办 “ 粤 台 学 子 中 华 情 ” 系 列
活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平台，以实际行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结合粤台两地渊源，利用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契机，今年
以“探寻中山足迹，传承黄埔精神”为主题开展了“粤台学子中
华情”暑期交流活动。8月4日至9日，粤台两地100多名大学生
分别入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两岸学
子互动交流，共同体验岭南文化特色、感知广东发展情况。
     8月4日晚，2014年“粤台学子中华情”暑期交流活动启动
仪式在中山大学怀士堂举行，广东省委常委、广东海外联谊会
会长林雄出席仪式并致辞，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暨南大学副校
长周天鸿和协办单位广东省台联会、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中
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领导、嘉宾以及参加活
动的粤台两地学子共计140人出席启动仪式。
     林 雄 在 致 辞 中 说 ， 广 东 是 台 胞 重 要 祖 居 地 ， 是 台 湾 地 区
在 大 陆 投 资 最 早 ， 台 资 企 业 最 多 的 省 份 之 一 ， 广 东 与 台 湾 有
着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渊 源 。 “ 粤 台 学 子 中 华 情 ” 系 列 活 动 的 举
办 ， 旨 在 为 粤 台 学 子 之 间 架 设 一 条 互 相 了 解 的 “ 通 道 ” ， 让
台 湾 学 子 有 机 会 亲 身 感 受 广 东 的 历 史 与 文 化 ， 体 验 广 东 的 发
展 与 变 化 。
     林 雄 表 示 ， “ 粤 台 学 子 中 华 情 ” 系 列 活 动 也 将 为 广 东 学
子 提 供 走 进 台 湾 、 了 解 台 湾 的 机 会 ， 期 望 粤 台 两 地 学 子 通 过
形 式 多 样 、 内 容 丰 富 的 交 流 活 动 ， 互 相 学 习 ， 增 进 共 识 ， 共
同 承 担 起 密 切 粤 台 联 系 ， 弘 扬 中 华 文 化 ， 造 福 两 岸 人 民 的 历
史 责 任 ， 用 青 春 再 铸 中 华 民 族 的 辉 煌 。



图为广东海外联谊会林雄会长致辞。

图为林雄会长在启动仪式上为参加交流活动的两岸学子代表授旗。



     参 加 2 0 1 4 年 “ 粤 台 学 子 中 华 情 ” 暑 期 交 流 活 动 的 7 0 多

位 台 湾 学 子 分 别 来 自 岛 内 2 9 所 高 校 （ 占 台 湾 全 部 高 校 近 2

成 ） ， 地 理 范 围 遍 布 全 岛 ， 专 业 涵 盖 文 、 法 、 工 、 商 、 医

等各学科；学生来源广泛，既有岛内姐妹院校的优秀学生，也

有“黄埔系”学生后代、在粤台商子女、祖籍广东学子，将近

2/3的岛内学生是第一次踏足祖国大陆。广东学子则都是3所承

办高校中来自全国各地、品学兼优且具备组织协调能力的学生

骨干，或是在校就读的台籍学生，体现出一定的代表性。

2014年“粤台学子中华情”暑期交流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本 次 活 动 牢 牢 把 握 青 年 学 生 交 流 、 文 化 交 流 的 主

旨 ， 根 据 青 年 学 生 特 点 及 兴 趣 爱 好 设 置 活 动 内 容 ， 以

参 观 访 问 、 专 题 讲 座 、 文 化 体 验 、 竞 赛 互 动 、 心 得 分

享 等 多 种 方 式 进 行 ， 既 活 灵 活 现 地 展 示 了 岭 南 特 色 文

化 和 广 东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状 况 ， 又 增 强 了 学 生 们 的 民 族

认 同 感 。 活 动 内 容 设 置 分 两 个 层 次 ：

一 是 紧 扣 活 动 主 题 ， 展 示 广 东 历 史 文 化 。 按 照 “ 探 寻

中 山 足 迹 、 传 承 黄 埔 精 神 ” 的 年 度 主 题 ， 因 地 制 宜 设

置 了 相 关 活 动 内 容 。 通 过 开 设 历 史 名 家 讲 座 ， 感 受 两

岸 同 根 同 源 的 历 史 文 化 渊 源 ； 通 过 瞻 仰 中 山 故 居 、 参

观 中 山 纪 念 堂 ， 缅 怀 中 山 先 生 “ 振 兴 中 华 ” 口 号 的 历

史 意 义 ； 通 过 “ 亲 爱 精 诚 ” 长 洲 岛 （ 黄 埔 军 校 旧 址 所

在 地 ） 文 化 定 向 活 动 、 聆 听 黄 埔 老 人 讲 述 历 史 ， 宣 扬

了 “ 天 下 黄 埔 一 家 亲 ” 的 血 脉 情 怀 ； 通 过 “ 发 现 广 州

之 美 ” 探 索 活 动 ， 从 传 统 广 州 、 人 文 广 州 、 活 力 广 州

三 个 方 面 领 略 岭 南 特 色 风 情 、 感 受 繁 华 气 息 。  



两岸学子参观黄埔军校原址，了解国共合作历史。

听黄埔老兵讲抗战精神　两岸学子收获大。



      二是突出广东特色，展示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
广州大学城绿道骑行方式展示教育事业发展；以夜游珠江
方式推介广州大名片；以考察横琴新区方式介绍“一国两
制”制度和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动向；以参观和座谈交流形
式展示大陆台企的蓬勃发展。

      本 次 活 动 体 现 出 三 方 面 的 主 要 特 征 ：
    （ 一 ） 两 岸 学 子 同 行 同 乐 ， 具 有 吸 引 力 。
       借鉴各种同类型交流活动的经验，我们确立了“积极创造条
件让两岸学子零距离接触”的工作思路。两地学子同吃同住同行
同乐，使互相了解更充分、更真实、更直观，互相影响、互相促
进。行程开始时，广东学子实际上扮演了台湾学子贴身同龄导游
的角色，介绍各种情况，解释各种疑惑。行程中后期，两岸学子
逐步发现，大家在文化背景、思维模式和生活环境上是如此贴
近，自然而然深入交流了各类文化社会议题。活动结束后，各

来自台湾高雄的张咏宣（右三）说，希望下次带家人再游珠江。



种现代通讯手段更使两地学子成为可以经常联系的好朋友。岛内
学生带队老师、政治大学副学务长彭立忠副教授认为，这种两岸
学子深入共同生活的形式较过去同类型活动有所突破，真正地搭
建起两岸青年沟通桥梁，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然而然深入交
流了各类文化社会议题。活动结束后，各种现代通讯手段更使地
学子成为可以经常联系的好朋友。岛内学生带队老师、政治大学
副学务长彭立忠副教授认为，这种两岸学子深入共同生活的形式
较过去同类型活动有所突破，真正地搭建起两岸青年沟通桥
梁，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

    （ 二 ） 两 岸 学 子 积 极 主 动 ， 参 与 热 情 高 。
     本次活动注重发挥两地学子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学
习、交流和沟通机会，让他们有平台和空间去展现自己。在
活动中，两岸学生被混编成各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完成
文化定向、龙舟和龙狮文化体验、大学城绿道环骑、文艺表演

两岸学子珠江齐划龙舟，同舟共济。



等活动，大家携手并肩，彼此爱护，互通有无，青春激昂，热
情无限，为活动增添了一道道绚丽多彩的风景。在活动中，学
生们互动热烈，彼此之间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大陆学生
发 现 ， 台 湾 学 子 看 问 题 既 单 纯 却 不 失 全 面 ， 良 好 的 个 人
素 质 、 个 人 修 养 让 人 钦 佩 ； 台 湾 学 子 觉 得 ， 大 陆 学 子 认
真 细 致 而 不 乏 幽 默 ， 注 重 动 手 能 力 ， 具 有 一 种 奋 发 向 上
的 人 格 美 。 很 多 学 生 都 表 示 ， 此 次 活 动 将 会 留 下 终 生 难
忘 的 回 忆 ， 希 望 活 动 能 持 续 举 办 ， 自 己 能 继 续 参 与 。

两岸学子参加“骑乐无穷”广州大学城绿道骑行活动

       （三）注重潜移默化影响，彰显感召力。
      我们在设置活动内容时，始终将学生的需求和感受放
在首位。通过对广东蓬勃发展、广东的历史与未来的全方
位展示，达到了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富有吸
引力的活动招募海报、热情温馨的岛内学子欢迎信、充满
活力的品牌形象到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贴心周到的接待



服务，无不彰显出各有关单位及人员的用心准备、热忱付
出和真诚关怀，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感性认识。台湾学生在
活动后表示，以往总以为大陆很可怕、很差、没文化，实
际上完全不是这样。通过这次活动，他们深深感受到了大
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浓浓的人情味。活动更是促使两岸青
年以宏观的视野看待世界，以“大多”实现“小我”，身
体力行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岛内学子在中山市孙中山纪念馆听讲解，了解年轻时候的孙中山。



台湾学子参观侵华日军受降地——广州中山纪念堂

      参加活动的岛内学生大多第一次来大陆，多数是第一
次来广东。他们在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广州的现代化市
容市貌、珠海横琴详尽且超前的建设规划和广东各地浓郁
的人文气息，他们认为广东发展已经不逊台湾。通过几天
时间，两岸学子相处下来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正如政治大
学彭立忠副教授所说：“两岸人民之间是不存在仇恨与敌
意的，仇恨与敌意来自政客与媒体的操纵，我们从两岸青
年水乳交融的互动中可看见未来的希望”。两地学子也从
不同视角阐述自己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其实两边学
生是一样的，同样承受升学压力，同样利用微信聊天，聊
一 些 共 同 的 话 题 ” ； “ 本 来 大 陆 和 台 湾 的 民 族 都 是 相 同
的 ， 本 来 就 有 相 互 认 识 和 了 解 的 必 要 ” ； “ 两 岸 本 是 同
一 条 血脉，有着相似的语言与文化，五湖四海皆兄弟，不
必分你我”。



经过几天的相处，两岸学子已融为一体

不单只学生们玩得很high，教授也疯狂



      活动开始前，我们通过接触来访过的台湾师生及邮件访问
等形式，有效掌握了岛内学子的对活动的真实期望和实际要
求，提出年度活动主题，有针对性遴选活动项目。活动结束
后，我们及时收集两地师生的意见反馈，找出存在问题，归纳
意见建议，以便系列活动在不断发展中得到完善和改进。我们
欣慰地发现，两岸学子普遍反映活动项目丰富，出乎意料的好
玩，也富有教育意义。岛内学子纷纷表示：“文化定向活动跑
遍黄埔军校，觉得格外有意思”；“居然把十所大学盖在同一
个地方，光是占地面积就彻底惊吓到我”；“珠江夜游让我看
到美丽的夜景，每分每秒都感到惊艳”；“经过几天的活动，慢
慢拓宽了视野，也许未来要面对的不是自己身边的人，而是世
界”。活动的成果已初步显现，并将持续发挥效力。由此，我
们明显地感受到两岸同龄人之间渴望交流的强烈情感，如何提
升两地学子互动交流的深度和效果，也成为今后我们持续开
展“粤台学子中华情”系列活动的立足点。（全文完）

2014年“粤台学子中华情”暑期交流活动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