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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浙江“两会”专题信息产品由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

盟各成员单位联合编辑。信息内容采自公开的报纸、图书、期刊、

数据库资源以及各大主流网站，每份专题我们都准确标明来源和

出处，摘选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单位负责。 

本期专题由温州市瓯海区图书馆编辑，如您需要更为详细的

内容及跟踪报道，请与该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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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琦君文化”品牌 建设瓯海文化强区 

近年来，瓯海区非常重视琦

君文化建设，围绕琦君文化交流

基地，进行了全方位软硬件建设。

琦君文化建设被列入瓯海区政府

五年工作计划，打造琦君文化品

牌的工作持续开展，六年来两岸

琦君文化交流活动投入近 500 万

元。2003 年，琦君本人出资在三

溪中学设立“琦君文学奖”，现

在文学奖已经开展了 11 年；2010

年成立了瓯海区政协琦君文化联

谊会，围绕“琦君文化”品牌，

做好文物保护和管理；2011 年，

琦君文学创作基地在瓯海区挂牌，对推动两岸文学创作起到一定的积

极作用；琦君网站于 2013 年开通并投入使用，第三届琦君文学奖征

文比赛就是通过网站来投稿；2016 年，瓯海区人民政府、国内权威

文学期刊《十月》杂志社与浙江省作家协会共同发起设立全国“琦君

散文奖”，旨在进一步纪念和弘扬琦君卓越的文学成就，挖掘地域人

文内涵，让瓯海成为海内外寻找乡愁的精神栖息地；2017 年 7 月，

成立了琦君文化研究会，该会为“琦君散文奖”等活动出谋划策，宣

传交流琦君文化，不断扩大琦君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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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纪念场馆建设 

琦君文学馆重新开门迎客瓯海区拨款近百万用于整体提升 

本报讯 （记者 李艺） 昨天，关闭已久的琦君文学馆经重新布

展，正式开馆迎客。负责相关事宜的瓯海区台办主任马小波告诉记者，

接下来，琦君文学馆内部还将进行整体提升。目前，相关提升方案已

经拟定，用于提升的近一百万元专款也由瓯海区财政划拨到位。 

著名文学家琦君 1917 年生于瓯海，2006 年在台湾逝世。琦君文

学馆地处瓯海区瞿溪街道三溪中学校园内，建筑面积近 600 平方米，

现为瓯海区文物保护单位。该馆以琦君故居主建筑为馆舍，馆内珍藏

着琦君作品以及相关实物等。琦君本人在世时，对寄托着故乡情的琦

君文学馆十分重视，2001 年 10 月，她专程偕丈夫李唐基先生等从美

国转道温州出席文学馆开馆仪式。 

琦君文学馆闭馆事出有因。2011 年，因琦君文学馆主体建筑地

基出现沉降、部分房间出现漏水情况，2012 年瓯海区政府耗资 80 多

万元，由瓯海区文博馆（现瓯海区博物馆）牵头对琦君故居建筑本体

进行了修缮，为了保护相关的资料和藏品，布展只能撤出。但是在修

缮完善后，重新布展的经费一度成了难题，并直接导致琦君文学馆闭

馆。 

媒体近期报道此事后，瓯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不仅在一个多

月内完成了琦君文学馆的重新布展，还专门拨款近百万元，由瓯海区

台办牵头，瞿溪街道、财政部门、文化部门等配合，协调接下来的文

学馆整体提升事宜。据马小波介绍，整体提升主要包括文学馆软硬件

的同时提升，“比如，将在馆内增加除湿、恒温设备，以更好地保护

文物；另外，还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更多和琦君有关的手稿、书信、

作品、实物等等，以充实文学馆馆藏、提升文学馆档次。今年是琦君

逝世十周年，我们将争取在年内完成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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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溪街道副主任王彩燕告诉记者，最近，琦君的儿媳陈丽娜已经

得知文学馆将整体提升的消息，“陈丽娜承诺，待文学馆内部设施进

一步完善后，还将向文学馆捐赠收藏在台湾和琦君有关的珍品。” 

（来源：《温州日报》2016-6-25） 

深深的眷恋——走进琦君纪念馆 

（记者 郑晓群 摄影报道）著名温籍台湾作家琦君的纪念馆，在

琦君的故乡——瓯海区泽雅镇北林垟社区庙后落成，目前正在进行布

展的扫尾工作。琦君纪念馆是北林垟社区建设的“一社一品”，为秀

丽的泽雅风景区新增了一处人文景观。 

琦君纪念馆坐落在庙后的一座小山上，系庙后小学旧址，四周翠

竹环抱风景秀丽。纪念馆占地 1000 多平方米，是由正间、左右厢房

及门台组成的四合院式建筑，坐西朝东。正间为新建，两厢房为遗留

老建筑修缮而成。纪念馆院落的北侧建有思君、琦归两亭及长廊，长

廊的后侧是准备安放琦君骨灰的墓穴。纪念馆总投资近 300 万，由政

府投入和民间集资。前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主席

江丙坤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琦君，1917 年 7 月出生，原名潘希珍，为现当代台湾女作家，

有“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之誉。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1949

年赴台湾，在司法部门工作了 26 年，并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

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国，2006 年 6 月 7 日在台北病逝。代表

作品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 30 余种，包括《烟愁》、《细

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留

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七月的哀伤》、

《橘子红了》以及《琦君自选集》等等。 

（来源：温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20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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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文化 历年活动 

2011年：琦君文化交流活动启幕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打造瓯越文化品牌。为期 3 天的 2011 两岸

琦君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启幕，来自台湾的嘉宾，国内知名高校教授及

本地学者近 200 人齐聚瓯海三溪中学琦君文学馆。据悉，这是两岸首

次举办的以琦君为主题的文化交流盛会。 

琦君，原名潘希真，现当代台湾女作家、散文大家，1917 年出

生于瓯海区泽雅庙后村。其 1949 年赴台湾，后定居美国，2006 年病

逝于台北。先后出版《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千里怀人

月在峰》、《橘子红了》等 50 多部散文集、儿童文学作品及小说集。

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继冰心、萧红、张爱玲之后一

位极为重要的女散文作家。 

此次两岸琦君文化交流活动内容丰富，琦君故里行，琦君遗物赠

送、书籍捐赠，琦君文学基地挂牌，“情系故里，文耀两岸”琦君主

题晚会暨“我与故乡”两岸琦君文学奖征文比赛颁奖仪式，琦君文化

学术研讨会等活动贯穿始终。据了解，今年“琦君文学奖”征文赛事

首次延伸到台湾高雄市，“我与故乡”两岸征文比赛成为本次交流活

动重点项目之一，吸引了 3000 多名两岸学子参赛。 

据介绍，今年，各有关部门计划着力于琦君文化资源的挖掘，努

力打造“琦君故里”文化主题公园，保护潘氏老宅、宗祠，提升整治

庙后村，打造琦君文化旅游村，并与国内知名高等院校合作，开展琦

君文化研究课题，组织专家学者撰写整理琦君笔下的温州民俗风情

等。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以琦君为主线的文化交流活动，将琦君这一历史文

化名人打造成温州对外宣传的金名片，进一步提升温州城市的文化品

位，加强温州文化大市建设，扩大琦君在两岸的影响力，推动两地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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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文化、经贸的共同发展。 

市领导朱贤良、曹国旗、仇杨均出席了活动。 

（来源：《温州日报》2011-8-24） 

2012年：共话童年 追忆琦君 

“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

也就与日俱增了……”在琦君饱含深情的《乡思》朗诵中，来自温州、

高雄、台南等海峡两岸三市的 200 多名琦君文化爱好者会聚瓯海，以

琦君文化为纽带，共同沟通交流两岸相通的“乡思情”。这是昨天第

二届两岸琦君文学奖征文比赛颁奖仪式暨“瓯海民俗行”交流活动上

的一项活动内容。 

琦君，原名潘希珍，1917 年出生于现瓯海区泽雅镇庙后村。作为享

誉海峡两岸的历史文化名人，琦君不仅属于温州，属于浙江，更属于

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近几年，两岸围绕琦君文化开展的

交流活动越来越多，琦君文化也已成为一座连接海峡两岸友好往来和

文化交流的桥梁。据悉，琦君文学奖已连续举办了十届，今年是第二

次由两岸共同举办。 

童年，承载着琦君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第二届两岸琦君文学奖征

文比赛，以“童年”为主题，从今年 5 月开始向两岸的青少年征文，

7 月中旬截稿时，共收到征文 1197 篇，经两岸专家共同评审，230 篇

文章入围。除征文比赛，为期四天的两岸交流活动将持续至周日，包

括名家话琦君、“手拉手一家亲”经典诵琦君主题演出、我眼中的琦

君（互动）、探访瓯越民俗、体验瓯海学生家庭生活等活动。 

开幕仪式以后，31 名台湾交流团成员将在瓯海进行一系列与民

俗和琦君文化有关的活动，参观体验瓯越民俗、参观茶山大学城民俗

博物馆、发绣博物馆、琦君文学馆、琦君纪念馆、泽雅古法造纸博物

馆，游览江心屿、五马街、江滨路等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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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温州日报》2012-8-25） 

2012年：走进琦君故里，探访瓯越民俗——“瓯海民俗行”两岸交流

活动落下帷幕 

琦君文化是瓯海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文化资源，利用琦君文学奖

平台，搭建两岸中学生交流沟通的渠道，是做好台湾青少年工作的一

个重要载体。8 月 23 日-26 日，瓯海区以走进琦君故里，探访瓯越民

俗为主题，组织第二届两岸琦君文学奖台湾获奖中学生到瓯海参加颁

奖仪式，并举行了“瓯海民俗行”两岸交流活动，进行互动交流，以

此增进两岸学生友谊，增强台湾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来瓯海

参访的台湾交流团一行 31 人，由台湾获奖学生、家长、指导师组成。

四天时间里两岸中学生一同开展了一系列互动交流活动。活动内容

有：主题为“童年”的第二届两岸琦君文学奖征文比赛、名家话琦君、

“手拉手一家亲”经典诵琦君主题演出、我眼中的琦君（互动）、探

访瓯越民俗、体验瓯海学生家庭生活等。 

整个活动注重参与和互动，琦君文学奖已连续举办了十届，今年

是第二次在两岸共同举办，从 5 月份琦君文学奖征文开始，台湾高雄、

台南两市中学生便积极参与，共收到两岸征集的文章 1197 篇，其中

台湾学生文章 168 篇，经两岸专家评审，230 篇文章入围。 

24 日上午，在将军大酒店举办了第二届两岸琦君文学奖征文比

赛颁奖仪式暨“瓯海民俗行”交流活动开幕式。琦君文学奖近百名获

奖学生、台湾交流团成员、瓯海区有关部门领导、琦君文学爱好者及

相关人员 200 余人参加了仪式。此后，还举行了“手拉手一家亲”经

典诵琦君主题演出，琦君作品朗诵成为演出的主题，两岸学生一同朗

诵的琦君作品选段《乡思》，让两岸学子的心因琦君文学走的更近，

琦君文学的魅力再次感染了在场的每位观众，期间还穿插了越剧、温

州童谣、木偶戏等具有温州特色的节目，让台湾嘉宾领略了温州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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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文化。 

24 日下午，台湾交流团一行到茶山大学城参观了民俗博物馆、

发绣研究所。随后，到瓯海实验中学南瓯校区参观了该校的温州民俗

展，邀请了温州民间艺人现场表演吹糖、米塑、剪纸等绝活，并让学

生们亲手体验。 

当晚，台湾学生来到瓯海学生家中体验瓯海家庭生活，15 位台

湾学生分别到 4 位瓯海学生家中进行了体验，瓯海学生的家长们精心

准备了特色的温州小吃、水果招待台湾客人，台湾学生体验到了瓯海

家庭生活的和美幸福生活，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

两地学生们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和礼品。 

25 日上午，交流团一行开始了“寻访琦君之旅”，参观了位于

三溪中学内的琦君文学馆，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馆舍建

筑，馆内丰富的琦君有关藏品，让台湾嘉宾赞叹不已。参观结束后，

观看了《琦君故乡行》纪录片、进行了“我眼中的琦君”互动交流活

动，两地学生畅谈对琦君和琦君文学的认识，并谈了此行的感受。两

岸青少年朋友争先恐后，踊跃发言。在交流中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

进了友谊。三溪中学学生还送上了亲手制作的小礼物。 

下午，交流团一行来到泽雅古法造纸博物馆，了解了泽雅古法造

纸的流程和工艺。接着又参观了到位于泽雅庙后正在建设中的琦君纪

念馆、琦君出生故居门台、潘氏宗祠、琦君题字的“崎云山水秀”牌

坊。 

随后，台湾交流团一行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了江心屿、江滨路、

五马街、市府路、瓯海大道等景观。 

（来源：温州统战网 2012-9-6） 

2013年：两岸君亲 双海双赢——第三届琦君文化节下周举行 

本报讯 （黄松光） 昨天从瓯海区台办获悉，以“两岸君亲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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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双赢”为主题的第三届琦君文化节将于 8 月 19 日至 22 日在瓯海隆

重举行，同时将举行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 

本届文化节由瓯海区委、区政府主办，区台办、区文广新局、区

教育局、区委农办（农林渔业局）、泽雅镇、瞿溪街道等承办，高雄

市半屏山旅游文化经贸促进会等单位协办。它将以琦君文化交流活动

为主线，进一步提升琦君文化影响力，同时以琦君文化引领两岸经贸

交流，实现两岸的共同繁荣发展。 

本届活动内容包括第三届两岸琦君文学奖征文颁奖，来自温州、

台湾两地获奖中学生将参加活动；“故园”麦浪油画邀请展暨“故园

情深，文化同根”琦君文化，邀请两岸知名文艺家参与研讨会；“浙

台民俗大观园”，现场展示两岸民俗图片展和瓯越民俗、传统老技艺

等，展现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琦君纪念馆开馆，再现琦君笔下瓯越民

俗，并现场举办“文化同根”两岸书画创作交流活动；“文化同根 青

春共享”为主题的两岸青少年交流。 

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包括瓯海·台湾农副产品博览会、两岸经贸合

作洽谈会、“文化盛会 幸福共享”结对交流等。 

（来源：《温州日报》2013-8-16） 

2014年：瓯海·台湾周昨启动——海峡两岸游泳爱好者同游塘河 

本报讯 （记者 肖新华）昨天上午，瓯海·台湾周——第四届琦

君文化节“同游塘河·共建家园”活动正式启动。来自我市各地游泳

协会及台湾高雄市弥陀区游泳爱好者共 13 支代表队 300 多人，在瓯

海潘桥动车南站前的塘河流域举行游泳友谊赛（如图），以水为媒进

行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瓯海不仅是琦君诞生的地方，更是琦君文学之源。瓯海区以弘扬

琦君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为己任，连续四次举办两岸琦君文化交

流活动，通过活动不断提高琦君文化交流的深度，推动两岸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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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贸等方面的共同提升和发展。 

“塘河的水温很适合游泳，温州爱好游泳的人很多、游泳氛围也

很浓，我能参与其中感觉特别高兴。”来自台湾高雄市弥陀区 65 岁

的陈振雄，是一名游泳爱好者，他的 5 名台湾同伴也一起参加了此次

同游活动。 

瓯海·台湾周活动由瓯海区委、区政府主办。“同游塘河·共建

家园”活动搭建了新的对台交流平台，同时也检验瓯海区的治水成效，

推进塘河治理工作。接下来，瓯海还将举行以“我与亲人”为主题的

第四届两岸琦君文学奖征文比赛、“文化同根·青春共享”两岸青少

年交流、两地曲艺交流等系列活动。 

（来源：《温州日报》2014-6-15） 

2014年：琦君文化牵线搭桥 两岸儿女同游塘河 

本报讯（记者 黄松光 严建春 陈伟超）6 月 14 日上午，来自海

峡两岸游泳爱好者 200 余人一同畅游温州塘河，拉开了“瓯海·台湾

周——第四届琦君文化节”序幕。 

上午，阳光明媚。高铁温州南站前，被誉为“母亲河”的瓯海区

潘桥街道塘河上碧水清波。随着一声令下，来自台湾高雄市弥陀区交

流团的团员，与温州各县市区游泳协会的 200 余名游泳爱好者一齐跃

入水中。原本平静的河面泛起了阵阵涟漪，五颜六色的浮标让色彩单

调的河面显得十分抢眼。 

东瓯山水滋养了著名作家琦君，琦君笔下的故乡又滋养了一代又

一代的瓯海人，更连起了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情感纽带。2011 年起

瓯海区举行每年一次的两岸文化交流盛会——琦君文化节，而今年结

合“五水共治”主题，举办“同游塘河，共建家园”活动，搭建新的

对台交流平台。 

据悉，今年“瓯海·台湾周”分“同游塘河，共建家园”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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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文化节，其中包括第四届两岸琦君文学奖、两岸青少年交流、文

化交流活动等。 

（来源：《浙江日报》2014-6-25） 

2015年：民宿 乡愁——琦君文化节暨两岸民宿发展论坛 

文化传承，共融发展。昨天上午，第五届琦君文化节暨两岸民宿

发展论坛举行，拉开了“2015 瓯海·台湾周”的序幕。其间，还将

开展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对接会、“台湾里长瓯海行”社区交流及两岸

青少年交流等系列活动。 

“在民宿打造上，导入创意设计，与当地的人文、生态环境相结

合，使民宿融入环境，导客入村，与乡村旅游互动。”台湾乡村旅游

协会副会长曾喜鹏介绍说，台湾民宿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

有 5000 间，2 万多个床位，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台湾民宿已经

逐渐成为台湾文化和旅游的一个切入口，但民宿小规模的经营方式也

在限制着接待能力，为此我们通过空间集聚发展，来满足游客的需求。

大陆有更广阔的市场，建议在民宿发展初期能够提前规划，尝试适当

大规模经营。” 

近年来，我市民宿行业经历了从农房、农家乐到民宿发展的快速

历程。“在现有民宿发展基础上，打造融创意、设计、文化和生活的

乡村美学。同时，可以大胆尝试开辟乡村农房改造的隐墅时代。”市

乡村民宿发展协会会长马勇伟建议，利用“互联网+乡村”等多元化

方式，以民宿为载体，唤醒乡愁。现场还通过展板，对瓯海区乡村民

宿旅游项目进行了推介。 

民宿的发展与当地环境密切相关，昨天下午，来自台湾基层的里

长、里民走进瓯海区新桥街道，开展社区交流活动并举行社区结对签

约仪式。台湾高雄市旧港里、漯底里、文安社区、光和社区分别和新

桥街道新桥社区、三浃社区、金蟾社区、山前社区结为友好合作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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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双方将在社区服务管理、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开展合

作互动，推动两地社区共同发展。 

（来源：《温州日报》2015-8-13） 

2016年：瓯海区第六届琦君文化节——2016“慈善啸秋” 两岸青少年

交流活动昨启动 

昨天，瓯海区第六届琦君文化节——2016“慈善啸秋”两岸青少

年交流活动，在温州市啸秋中学举行。来自台湾的 52 名师生代表与

瓯海三溪中学、啸秋中学的师生代表，一同进行文艺演出。 

据悉，本次活动作为瓯海区第六届琦君文化节的子活动，于 8 月

17 日至 19 日开展。主要有“慈善啸秋”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筑

梦青春·你我同行”两岸青少年琦君文学交流活动以及各项参观考察

活动。 

该活动旨在为两岸青少年交流搭建沟通桥梁，加深两地青少年情

感联系，由中共瓯海区委、瓯海区人民政府主办。温都记者 金晖 

（来源：《温州都市报》2016-8-18） 

2016年：放飞青春梦  心系两岸情——记瓯海区第六届琦君文化节

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 

一道海峡拦不住两岸友谊与情感的交流，两方水土阻断不了思想

与文化的碰撞。2016 年 8 月 17 日--19 日，来自台湾西螺农工、沙鹿

高工、旗山农工、暨大附中、竹山高中等学校的 52 位师生与我区啸

秋中学、三溪中学师生代表相约在瓯海，携手开展瓯海区第六届琦君

文化节——2016“慈善啸秋”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本次交流活动旨

在使两岸青少年增进了解互信，密切骨肉亲情，拉近心理距离。 

17 日下午，“慈善啸秋情·成长心连心”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

在啸秋中学举行，也在两地学子心中播下了慈善的种子。市台办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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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张振宇，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潘晓勇，区政协副主席李芍等领导出

席活动。 

活动有幸邀请到瓯籍著名台胞、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会长何纪豪

先生，他和同学们分享如何参与创立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夏令营活动

的过程。何纪豪先生从 20 年代开始代父为海峡两岸传递爱心，2008

年他牵线美国微笑联盟，为温州 120 名唇腭裂儿童免费手术，2009

年发起成立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举办 12 次大型医疗公益活动，至

今已为 2000 多名贫困唇腭裂儿童实施免费手术，足迹遍布齐齐哈尔、

福建漳州、贵州毕节、浙江台州。治愈后，为孩子们组织的世界温州

人微笑联盟夏令营活动，更是让这些孩子打开心扉，重拾微笑。何纪

豪先生希望学子们能力所能及地用心行善，作为学生认真学习也是一

种慈善，当下好好学习知识和本领，日后才有能力去帮助更多人。 

听完何先生和同学们的分享，来自啸秋中学高三（七）班的同学

马正立表示，今年若有机会，他也希望能够报名参与“微笑联盟”志

愿活动。 

    活动现场还组织了两地学生开展才艺比拼、文艺交流等互动，有

热情激昂的舞蹈《神旗飞扬》，有舒缓动听的歌曲《love more》，有 

节奏感十足的爵士鼓表演《所以我停不下来》……两地学生还一同用

筷子手工搭建友谊廊桥。 

为了纪念著名作家琦君，18 日上午，台湾师生来到三溪中学参

加“筑梦青春·你我同行”两岸青少年琦君文学交流活动。 

台湾师生一行首先走进三溪中学校园，参观了地理专用教室、历

史数字化教室、美术馆等处，感受三溪中学浓厚的校园文化。随后，

在学校老师的引导下，台湾师生参观了三溪中学琦君文学馆各个展

室，兴致盎然地欣赏着馆内珍藏的陈列资料。琦君是著名散文大师，

她以故乡民俗风情为素材创作了散文、小说及儿童文学作品 50 余种，

小说《橘子红了》拍成 30 集电视连续剧，风靡海峡两岸。琦君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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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瓯海，其故居坐落在三溪中学校园内，后建成琦君文学馆，馆内珍

藏着琦君女士一生从事文学活动的大量珍贵资料，2010 年 11 月，琦

君文学馆被列入浙江省首批涉台教育基地。来自台湾竹山高中的林金

惠说：“这是第一次参观文学名人的故居，很有意义也学到很多，琦

君在台湾也很有名气，我们有在课本中学过她的作品。” 

在参观校园和文学馆后，两地学生齐聚在三溪中学诵读室，通过

活跃欢乐的形式共同演绎《桂花雨》、《下雨天，真好》和《乡愁》

等琦君经典作品，相互交流对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让经典著作沁入学

子们的心灵。台湾学生和三溪中学学生还围绕“筑梦青春·你我同行”

主题进行文学创作，抒发真挚情感。 

这次有意义的文学交流活动，增进了两地学生对琦君文化的了

解，培养他们的文学情操，给学生们搭建了一个展现风采的舞台和沟

通交流的桥梁。 

没有交流就没有了解，没有沟通就没有信任。短短的几日相处，

为的是从心开始，让台湾青少年感受瓯海的亲切与美好，品味灿烂的

瓯越文化，体验淳朴的民风民俗，使瓯台两地青少年彼此走近，彼此

沟通。今天，海峡两岸的学子们携手同行，为友谊点赞，为交流助力；

明天，我们将共同凝聚青春力量，开创美好未来。 

（来源：瓯海统战（微信公众号）2016-8-24） 

2017年：百年琦君，乡愁文化——瓯海区召开琦君文化发展研讨会 

为纪念和弘扬琦君的文学成就，进一步扩大琦君文化影响力，5

月 11 日上午，瓯海区召开琦君文化发展研讨会，研讨议题主要包括

打造“百年琦君，乡愁文化”和琦君文化未来三年发展规划。区府办、

区人大科教文体工委、区政协文史委、区委宣传部、区台办、区档案

局、区教育局、区文广新局、区旅游局、区文联、泽雅镇、瞿溪街道

等单位负责人，三溪中学负责人及相关文化人士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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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区台办主任马小波介绍了琦君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

相关情况，系列纪念活动主要由第七届琦君文化节两岸青少年交流、

琦君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第二届“琦君散文奖”颁奖典礼、琦君百年

诞辰纪念文艺晚会等组成。区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就本单位当前参与

琦君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开展情况及下步工作设想等展开深入交

流。孙良好、冯强生、季爱平、周吉敏、杨瑞津等人士围绕琦君“两

馆”提升工程、琦君文化未来三年发展规划、乡愁文化建设等内容进

行研讨，为更好打造琦君文化品牌提出了宝贵意见。 

琦君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瓯海籍著名台湾作家、散文家，深受海内

外读者欢迎，琦君的文学作品中饱含着深深的思乡恋土之情，在两岸

具有深远影响。琦君文化是两岸的同根文化，体现着两岸一家亲的人

文内涵。今年是琦君诞辰 100 周年，通过开展琦君百年诞辰系列纪念

活动，来表达对琦君先生的怀念之情，更以乡愁文化引领瓯台两地经

贸、文化、旅游等各领域交流。（瓯海区台办） 

 （来源：中国瓯海 2017-5-12） 

2017年：琦君诞辰一百周年，瓯海第二届“琦君散文奖”揭晓！ 

12 月 15 日，瓯海区举行第二届琦君散文奖颁奖暨琦君诞辰一百

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齐聚瓯海，共同纪念这位

书写故乡一生的瓯越女儿。 

著名作家张炜、周晓枫、李修文的作品分别获得“琦君散文奖”

作品奖，台湾作家廖玉蕙的散文集获得“琦君散文奖·特别奖”。  

“琦君散文奖”由瓯海区人民政府与十月杂志于 2016 年联合创

办，并于当年 12 月份举行了第一届琦君散文奖颁奖。这个全国性的

文学大奖不仅是纪念和弘扬琦君先生卓越的文学成就，发现和奖掖优

秀作家和作品，更承载了更多的时代内涵。该奖项连接起了大陆和台

湾同根同源的纽带，展现瓯越传统文化的丰厚，也是贯彻落实中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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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绿色发展方略，为

打造“科教新区·山水瓯海”，树起一座人文丰碑。 

今年正逢琦君诞辰一百周年，今年 7 月瓯海区成立了琦君文化研

究会，承担《琦君百年纪念集》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也是大陆首次

收集整理琦君有关资料，向琦君百年献礼。在“第二届琦君散文奖颁

奖”典礼上，瓯海区还聘请台湾中央大学琦君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

文系、温大人文学院作为该研究会的学术支持单位，做好琦君文化以

及瓯海地域文化的研究挖掘。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振勇指出，琦君笔下的乡愁文化，尤其是以

瓯海故乡风土、瓯越民俗为题材的佳作，传达着浓浓的乡愁恋情。近

年来，瓯海区以琦君文化交流活动为主题，在两岸民众之间架起了手

牵手合作、心与心交流的桥梁，并积极推动开展招商引资、平台建设

等方面的工作，全力促进两岸文化、艺术、旅游、经贸等方面交流和

发展。作为琦君的家乡，瓯海将不遗余力做好琦君故居的保护和琦君

文化的传承，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让瓯海

“两山一水”地域文化得以传播并发扬光大。 

（来源：文明温州（微信公众号）2017-12-18） 

2017年：琦君故里话乡愁 

今年是温州籍台湾作家琦君诞辰 100 周年。日前，第二届琦君散

文奖颁奖暨海峡两岸散文论坛“文学与乡愁的当代表述”在琦君故里

浙江温州瓯海区举行。活动由《十月》杂志和瓯海区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周晓枫的《离歌》、张炜的《松浦居随笔》、李修文的《三过榆

林》获得第二届“琦君散文奖作品奖”，台湾作家廖玉蕙的《像蝴蝶

一样款款飞走以后》获得第二届“琦君散文奖特别奖”。 

琦君本名潘希珍，是浙江温州瓯海人，1949 年去台湾，2006 年

在台湾辞世。琦君笔耕文坛 50 年，小说《桔子红了》被改编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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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并以创作怀乡散文见长，被誉为“20 世纪最富有中国风味的散

文家”。 

本届琦君散文奖获奖作品周晓枫的《离歌》以悼亡文字处理时代

典型人格和精神类别，提供了散文反抒情式写作的典范。张炜的《松

浦居随笔》以大地、原野和劳作构成精神基调。种植者用生命与行动

的热力，为物欲浮华的时代，搭建了一座理想主义的葡萄园。李修文

的《三过榆林》以自己三次经过陕北榆林为线索，书写了一对以说唱

为业的民间盲人师徒坎坷而传奇的命运。作品包含源于作家心灵深处

的大热烈和大荒凉。廖玉蕙《像蝴蝶一样款款飞走以后》观察人间万

象之余，也回首蝴蝶般的青春回忆，让往昔今时交相辉映，反刍新的

人生况味，构成让人感动的篇章。 

琦君写了一辈子的乡愁，充满对故土的眷恋。乡愁是文学重要的

母题，来自海峡两岸的作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学与乡愁的话

题。作家张炜表示，一个作家一辈子无论写什么题材，以什么方式表

达，很大可能都在抒发一种乡愁。文学在回忆、对往事的怀念、追述

中表达出思想情怀。离开了乡愁的写作比较浅薄，乡愁几乎代表了我

文学作品中的所有内容。 

台湾作家郭枫认为，乡愁有多个层面，有淡淡的民歌式的乡愁，

有像琦君那样温柔敦厚的乡愁，也有国仇家恨式的乡愁。 

作家周晓枫认为，一个人在跋山涉水之后折返才能认识到乡愁的

价值。 

台湾作家廖玉蕙认为，乡愁不仅仅是土地问题，更是人情问题。

你的亲人、失去的东西、人情，才是故乡最吸引你的地方，也是最让

人惆怅的地方。 

台湾作家吴钧尧说，离开故乡才有乡愁，乡愁不仅是空间意义上

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告别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也是一种乡愁。 

在作家张锐锋看来，乡愁不仅是对地理上的故乡的怀念，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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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故乡的怀念。 

评论家何平认为，离乡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离开，还有文化、语言、

童年的离开。失去了才要寻找，才有乡愁。不同时代的乡愁有不一样

的表达。（作者：杨 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2-20 第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