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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於
對
兩
岸
同
名

村
、
同
名
路
的
好
奇
，

住
在
台
北
市
泉
州
街
的

台
青
阿
義
想
去
大
陸
看

一
看
，
與
自
己
所
住
地

同
名
的

﹁泉
州
﹂
是
什

麼
模
樣
。
早
前
阿
義
和

女
友
終
於
一
起
到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一
起
過
中
秋
。

泉
州
市
民
宿
老
闆
陳

先
生
是
個

﹁泉
州
通
﹂
，
他

向
阿
義
講
述
福
建
，
尤
其
是

泉
州
與
台
灣
的
歷
史
淵
源
。

泉
州
位
於
福
建
沿
海
中
部
，
與
台

灣
地
緣
的
關
係
最
近
。
地
理
位
置

上
，
泉
州
市
是
大
陸
陸
地
距
離
台

灣
最
近
的
區
域
。
人
口
地
理
祖
地

根
源
，
血
緣
相
親
。
歷
史
上
泉
州

曾
有
三
次
移
居
台
灣
的
高
潮
，
僅

1 9 4 5

年
前
後
泉
州
去
台
就
有
10
萬
餘
人
。
據
統
計
，

台
灣
漢
族
同
胞
中
約
44
%
的
人
祖
籍
是
泉
州
。
台
灣

地
名
與
泉
州
相
同
的
達1 8 0

多
處
。

陳
先
生
表
示
，
前
些
年
，
有
一
位
姓
陳
的
台
胞

到
泉
州
尋
根
，
說
台
灣
苗
栗
縣
後
龍
鎮
的
族
人
就
是

來
自
泉
州
市
泉
港
區
後
龍
鎮
，
他
們
祖
先
的
墳
墓
都

朝
着
大
陸
方
向
。
找
到
家
族
宗
祠
後
，
陳
姓
台
胞
告

訴
大
陸
宗
親
，
從
小
奶
奶
就
用
閩
南
話
告
訴
他

﹁阮

是
泉
州
人
，
講
的
是
泉
州
話
，
阮
的
根
在
泉
州
﹂
。

那
次
尋
根
，
這
位
台
胞
帶
了
一
抔
宗
祠
旁
的
紅
土
回

台
灣
，
打
算
撒
在
祖
先
墳
上
。

﹁
泉
州
街
﹂
與
﹁
泉
州
市
﹂

陳
先
生
的
講
述
，
引
來
阿
義
的
興
趣
。
阿
義

說
，
以
前
爺
爺
曾
讓
家
人
回
福
建
看
看
，
但
爺
爺
去

世
後
，
爸
爸
也
不
太
清
楚
祖
籍
地
在
福
建
哪
裏
。

﹁台
北
泉
州
街
，
福
建
泉
州
市
，
或
許
是
一
條
線

索
。
﹂
現
在
阿
義
時
常
看
地
圖
，
仔
細
查
看
大
陸
的

地
名
。
他
說
，
這
些
兩
岸
共
同
的
地
名
，
讓
他
知
道

兩
岸
同
屬
一
個
中
國
，

﹁但
台
灣
的
教
科
書
不
會
教

這
些
，
而
民
進
黨
又
一
直
想
割
斷
兩
岸
的
歷
史
文
化

聯
結
，
以
致
一
些
台
灣
年
輕
人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根
在

大
陸
。
﹂

相
比
阿
義
，
家
住
嘉
義
縣
東
石
鄉
的
台
青
蔡
武

璋
幸
運
得
多
。
據
嘉
義
東
石
鄉
志
記
載
，
清
康
熙
年

間
，
晉
江
東
石
人
到
台
灣
開
基
，
為
表
不
忘
故
土
便

沿
用
家
鄉

﹁東
石
﹂
之
名
。
閩
南
語
中
，
燈
和
丁
同

音
。
每
年
元
宵
，
上
年
結
婚
的
新
人
會
把
宮
燈
掛
在

嘉
應
廟
，
寓
意
添
丁
。
清
代
以
來
，
台
灣
嘉
義
東
石

鄉
親
會
派
人
回
晉
江
東
石
，
到
嘉
應
廟
祭
祀
，
把
台

灣
嘉
應
廟
掛
燈
數
字
報
告
祖
地
族
親
。
蔡
武
璋
循
着

這
一
習
俗
，
多
年
前
已
回
到
祖
籍
地
認
祖
歸
宗
。
後

來
，
在
兩
岸
多
方
面
奔
走
下
，
兩
岸
嘉
應
廟
聯
合
申

報
的

﹁閩
台
東
石
燈
俗
﹂
，
於2 0 0 8

年
入
選
國
家
級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閩
台
東
石
燈
俗
，
也
成
為
兩
岸

同
名
村
親
情
不
斷
的
典
型
。

逾
八
成
台
胞
祖
籍
在
福
建

在
台
灣
，

﹁唐
山
﹂
是
大
陸
的
代
稱
，
很
多
台

灣
人
族
譜
上
都
記
載
着
祖
先
來
自

﹁唐
山
﹂
。
歷
史

上
從
大
陸
到
台
灣
開
基
創
業
的
移
居
活
動
，
被
稱
為

﹁唐
山
過
台
灣
﹂
。
中
國
閩
台
緣
博
物
館
原
副
館
長

朱
定
波
一
直
致
力
於
閩
台
同
名
同
宗
村
研
究
。
他
告

訴
記
者
，
明
清
以
來
，
移
居
台
灣
的
閩
粵
兩
省
漢
族

先
民
，
主
要
是
來
自
福
建
的
泉
州
府
、
漳
州
府
、
汀

州
府
和
廣
東
的
惠
州
府
、
潮
州
府
、
嘉
應
州
（
今
梅

州
市
）
。
可
考
資
料
表
明
，
祖
籍
福
建
的
台
灣
人
佔

8 3 . 1%
。

﹁福
建
泉
州
府
先
民
移
居
台
灣
後
，
多
以

﹃泉
州
﹄
為
村
鎮
名
。
在
台
灣
，
你
能
找
到
兩
個

﹃泉
州
村
﹄
，
一
個
在
彰
化
，
一
個
在
雲
林
。
﹂
朱

定
波
說
。
曾
有
媒
體
報
道
，
兩
岸
同
名
村
有
數
千
個

之
多
，
僅
福
建
一
省
就
有10 7 98

個
行
政
村
、
社
區
與

台
灣2 6 9 3

個
村
、
里
同
名
。

兩
岸
同
名
村
文
化
資
源
，
是
中
華
民
族
寶
貴
的

歷
史
文
化
遺
產
。
來
自
宜
蘭
三
星
鄉
的
朱
宇
寰
在
8

年
前
曾
隨
爺
爺
到
重
慶
石
柱
縣
，
參
加
渝
台

﹁同
名

村
．
心
連
心
﹂
交
流
活
動
。

﹁那
時
候
我
才
15
歲
，

出
發
前
，
爺
爺
帶
了
蛋
葱
餅
作
為
見
面
禮
，
我
還
覺

得
太
普
通
。
但
到
了
重
慶
石
柱
縣
，
蛋
葱
餅
很
受
歡

迎
，
爺
爺
與
鄉
親
們
相
見
甚
歡
，
那
種
感
覺
很
奇

妙
。
這
應
該
就
是
血
脈
相
連
、
同
聲
同
氣
吧
。
﹂
據

說
，
在
重
慶
有
26
個
村
鎮
與
台
灣
的
鄉
鎮
同
名
。

早
年
，
廣
東
也
有
不
少
民
眾
遷
台
，
然
後
在
台

灣
﹁留
﹂下
3

個
海
豐
村
，

以
及
海
豐

莊
、
海
豐
嶺
、

海
豐
坡
、
陸
豐
村

各
1
個
，
屏
東
縣
第
一

大
鎮
也
叫
﹁潮
州
﹂。

摸
索
合
作
模
式

在
廣
東
和
福
建
等
部
分
地

區
，
用
甘
蔗
祭
祖
，
寓
意
順
順
利

利
、
甜
甜
蜜
蜜
、
節
節
高
昇
。
廈
門

同
安
﹁田
洋
﹂
村
與
台
南
﹁田
洋
﹂
不
僅

同
名
而
且
同
宗
。
往
年
每
年
都
會
到
廈
門

同
安
田
洋
祭
祖
的
台
南
鄉
親
因
為
近
年
疫
情

的
原
因
，
只
能
委
託
廈
門
鄉
親
砍
下
一
捆
甘

蔗
祭
拜
祖
先
，
共
同
期
許
未
來
。

﹁廈
門
翔
安
這
邊
有
個
歐
厝
村
，
在
金
門
也
有

一
個
歐
厝
村
，
它
們
互
相
對
應
。
﹂
台
青
劉
維
鎧
過

去
在
台
灣
從
事
社
區
營
造
工
作
，20 1 4

年
與
妻
子
一

同
赴
廈
門
生
活
，
並
在
歐
厝
村
創
業
。

﹁計
劃
深
挖

兩
岸
的
文
化
，
未
來
將
與
更
多
台
青
組
成
輔
導
小

組
，
把
台
灣
社
區
營
造
經
驗
移
植
到
更
多
的
社
區
，

摸
索
兩
岸
鄉
創
合
作
的
新
模
式
。
﹂
。

﹁﹁
每
條
路
都
是

每
條
路
都
是

﹂﹂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譚志賢

台北市有 「泉州街」

過去數百年來一批批先民橫渡海峽
移居台島，在海峽兩岸形成眾多的同名
村，比如在台灣有9個泉州、4個安溪、
6個海豐，在重慶有26個村鎮與台灣的
鄉鎮同名。正如網友所言， 「每一條
路，都是回家的路」 。每一個同名村，
都是兩岸同根的源。這些路、這些村是
台灣同胞對大陸的鄉愁，是兩岸同根同
源的歷史文化聯結，是兩岸共有的歷史
印記。同名村、同名路表達着台胞對故
土的眷戀：雖開枝散葉於台灣，但
「根」 深在大陸。

大公報記者 蔣煌基報道

彰化縣和美鄉、
雲林縣台西鄉有
「泉州村」

苗栗縣的卓蘭鎮、新北
市的淡水鎮、桃園

縣的新屋鄉、台中市的清水
鎮和大甲鎮有 「泉州厝」

南投縣竹山鎮有 「泉州寮」

彰化縣伸港鄉有 「泉州社」

彰化縣線西鄉有 「泉州里」

福建因與台灣
特殊的地理位置關

係，成為兩岸同名村鎮最多的省
份。這些年來，福建連續以 「尋
根」 「續緣」 「共建」 「共創」
「食同味」 「婚同俗」 「居同厝」
「曲同調」 「箋同墨」 等為主題舉
行兩岸同名村聯誼活動。台灣閩台
同宗同名村交流中心創辦人陸炳文
說： 「尋根只是第一步，兩岸同名
村在情感交流方面取得成績後，接
下來便是對接合作，建立長期合作
機制。」

近年，兩岸同名村鎮交流對接
逐漸機制化、規模化，並且從親情
交融，擴展至經貿、農業等領域合
作，並走向合作共贏。而如今，大
陸在鄉村振興發力，這為兩岸同名
村鎮同頻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兩岸同名村鎮交流合作 『自帶話
題和流量』 。」 在福建從事鄉創鄉
建工作的台南姑娘張欣頤近年積極
參加海峽論壇等兩岸交流活動。她
認為，同名村的有趣之處是其在不
一樣的地理位置上，但生活環境、
語言文化都是一樣的，令彼此多了
一個討論話題。

「大陸鄉創的空間和舞台相當
大，再疊加同名村的元素，工作變
得更有趣，會吸引更多台灣設計師
繼續留下來。」 張欣頤說。

不久前，大陸方面支持福建建
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有輿論指
出，促進兩岸同名村融合發展，
體現了台灣同胞的根在大陸，也
借力同族同祖、同文同種、同根
同源、同譜同牒的血脈親情，讓
兩岸民眾共同傳承中華文化，共
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築
牢兩岸同胞的 「根」 、 「魂」 、
「夢」 。

融合發展

▲台灣基隆市信義區東光里里長黃元良與福建平
潭澳前鎮東光村村委會主任李滋成進行兩岸同名
村錦旗交換和互贈禮品活動。 資料圖片

兩岸相同地名

▲逾百位台灣同名村鎮鄉親在福建漳州開展續緣

交流。圖為兩岸宗親開展族譜對接。

▲廈門舉辦 「閩台同名村鎮續緣之旅」 的活
動，推動閩台同名村鎮鄉親相互交流。

兩岸同名村訴不盡鄉情 終生不忘根在大陸

▲台灣鄉親在廈門開展「閩台同名村鎮續緣之旅」並合影留念。資料圖片

▲福建漳州舉辦 「同名村．心連心」 聯誼活動。圖為舞

蹈《剪紙情緣》。

與福建「泉州」
相同地名：

廈門歐厝村；
金門歐厝村

與福建「漳州」
相同地名：

台南市佳里鎮 「漳州里」

新北市林口鄉有 「漳州寮」

福建安溪；
台灣安溪

廣東潮州市；
台灣屏東潮州鎮

兩岸相同校名
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位於台灣新竹的
清華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北京交通大學、
西南交通大學；位於台灣新竹子的陽明交通大學

位於廣州的中山大學；位於台灣高雄的中山大學

位於廣州的暨南大學；位於台灣南投縣的暨南大學

兩岸相同山名

湖南陽明山；
台北陽明山

海南五指山；
台灣新竹五指山

溫州半屏山；
台灣高雄半屏山

大陸學者趙任民：
每一個同名村，都是兩岸共
有的歷史印記。這種有着血
緣關係的淵源是不可分割
的，因此島內才會有許多路名、村名和大陸的同名。

用家鄉土供奉祖先：

這是我們的根

「 兩
岸同名村、

同宗村，背後都有感人的拓墾
故事，都是福建閩南先民在台灣
篳路藍縷、開基創業、繁衍生息
的精彩後續。」 致力於閩台同名

同宗村研究的朱定波，退休前是中國閩
台緣博物館副館長。他告訴記者，只要
兩岸同名村對接上，台胞就有了認祖歸
宗的向心力。

早年，朱定波以譜牒專家的身份
到台灣地區，尤其是台灣中南部的南
投、嘉義、雲林、台南、高雄、屏東等
綠營集中區域，進行兩岸族譜調查。
「我每到一處，台胞們都非常興奮，說
我是他們遷台數百年來第一個從大陸來

了解他們家族的個人。」 他到的時
候，村子放鞭炮，離開的時候也放
鞭炮，台胞的熱情讓朱定波很意

外，也很感動。值得關注的
是，一些綠營 「鐵板地
盤」 的台灣民眾一說到祖

地、宗親，皆不分藍
綠，幾十人都能與他

們圍坐一起，商量回大陸尋根的事情。
朱定波記得很清楚，2016年初，

有台灣宗親團赴福建漳州市詔安縣尋
根，離開時帶走了一大包詔安的黃土。
回到雲林後，黃土放在了雲林縣文化中
心的一個大缸裏。「雲林縣詔安宗親蜂
擁而來，一人拿一些土，最後整缸黃土
都全部被分完。雲林縣詔安宗親把黃土
放在家裏神祖牌前供奉祖先。」朱定波
說，「台胞告訴我，祖先沒機會回到祖
籍地，我們就用家鄉的土供奉，這是根
的所在。」

閩台有逾萬個同宗村
經過對兩岸相同地名的調查，朱

定波定義了兩個概念：同名村和同宗
村。 「同名村相對簡單，比較好對
接，但是內涵較散，有局限性，比如
有的兩岸同名村，只是同名，沒有遷
台淵源。但兩岸同宗村就不一樣了，
有着深厚而天然的血脈淵源，只要對
接上一個，就能帶動數千人回鄉認
祖。」 據朱定波粗略統計，閩台同宗
村有上萬個。

認祖歸宗

兩岸民眾心聲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道

台灣學者張克晉：

台灣村鎮名與祖國大陸同名

者極多，這充分說明台灣與

大陸本來就是同文同種血脈

相連，隔不斷的兩岸情。這是任何政

治勢力都無法割斷的。

台灣時事評論員黃智賢：
曾赴福建漳州探訪角美鎮錦
宅村，這座兩岸「同名村」與
台灣有着千絲萬縷的深厚淵
源，熟悉的鄉音、相似的文化讓我感慨萬千。台灣年輕人要銘記自己的根在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