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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潘薇 通讯员

傅子韬）昨日，在闽南大戏院12

周年庆生会上，意大利原版音乐

剧《卡萨诺瓦》剧组演员与剧院

方共同庆生，明日他们将带来精

彩的演出。现场，记者获悉，两

岸合力创作的舞台剧《遗失的第

24个白键》将在台湾多地演出，

为台湾观众呈现这出融合音乐、

爱情与厦门情怀，横跨三代人、

交织三段恋情的原创舞台剧。

据介绍，闽南大戏院扎根于

厦门，秉承国际、开放、多元的选

剧宗旨，以闽南之春演出季、两

岸艺术节、新年演出季牢固树立

起“荟萃全球嘉艺，沟通海峡两

岸”的“闽大特色”，一大批展现

海内外优秀文化、具有高超艺术

审美的舞台艺术作品精彩呈

现。在2024年为期30天的“两

岸（厦门）艺术节”中，他们献上

了优人神鼓《墨具五色2.0》、朱

宗庆打击乐团音乐会《动能∞无

限》、张洁敏×王耀庆交响乐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等12部18场

高品质剧目。

2022年建院10周年之际，

闽南大戏院特别委约台湾果陀

剧场创作舞台剧《遗失的第24

个白键》，展现厦门当地独特的

风土人情和地标建筑。该剧自

2023年5月厦门首演后，曾陆续

于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杭州

等地巡演。2025年新年伊始，

《遗失的第24个白键》将在高雄

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公演，1月

4日至5日在苗北艺文中心演艺

厅演出。闽南大戏院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闽南文化是两岸共

同的文化交集，闽南大戏院以原

创舞台剧为载体，展现两岸同根

同源文化，让众多台湾观众得以

近距离感受闽南地域文化的独

特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闽

南大戏院将继续积极探索海外

演艺市场，世界级名剧、名家、名

团接踵而至的现象依然在持

续。意大利原版音乐剧《神曲》、

法语原版音乐剧《莫里哀》等将

陆续上演。新一年，一批优秀的

舞剧、话剧、舞台剧作品也将逐

一亮相。2025年春节期间，被

誉为“亚洲最重要的舞者之一”

的王亚彬将携代表作《青衣》与

新作《西游》率先登台，还有开年

话剧《尘埃落定》、浙江歌舞剧院

舞剧《风起大陈》、舞剧《天下大

足》、“老戏骨”濮存昕主演原创

话剧《林则徐》等将陆续上演。

厦门闽南大戏院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罗艳说：

“未来的闽南大戏院将继续发挥

剧院对城市文旅的拉动效应，以

艺术形式点亮美好生活、照亮精

神世界，描绘厦门本地文化的自

信与底色，与这座城市共创更加

生生不息、美美与共的明天。”

台青台胞话发展
晨报讯（记者 潘薇）12月

28日，由厦门市台商协会主办、

厦门市台商青委会承办的“同

根连枝 共迎新春”2024年在厦

台青台胞千人交流联谊活动

举办，大家互相交流，总结经

验，畅想未来。厦门启达台享

总经理、台青范姜锋说：“作为

一名在厦深耕多年的‘本地青

年’，我深深感受到厦门对两岸

青年的支持从未停止。”

今年以来，厦门积极探索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先后出台

大陆首部鼓励台青就业创业地

方性法规、大陆首部直接采认

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

规等。厦门台商协会会长韩萤

焕表示，相关政策将会吸引更

多台青登陆，厦门台协也会在

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持续助力

台青落地发展。

他们来自宝岛 在厦收获幸福

自制舞台剧首度在台演出
闽南大戏院建院12年，助推两岸文化艺术融合发展

2024 年即
将过去，在厦门
工作生活的台青
台胞收获颇丰。
在思明台胞驿站
莲坂联谊点，牙
科诊所河马医生
创始人郭景隆分
享了他来厦门发
展的感受，直言
在这里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台湾
剑道师在湖里收
获了事业，也收
获了爱情，不仅
开设了剑道馆、
咖啡馆，还组建
了幸福的家庭。

位于湖里区的融体台青文体创

业就业基地，一到周末便十分热闹，

篮球、网球、射箭、冰球、冰壶等各类

体育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来自台

北的青年苏郁程是专业的剑道选

手，他开设的剑道馆就落在基地。

落地厦门10余年，他事业爱情双丰

收，不仅开设了剑道馆、咖啡馆，还

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2013年，还在台湾读大学的苏

郁程已经是剑道高手，经常参加各

类比赛。常资助他比赛的赞助商在

厦门开设了一家剑道馆，邀请他当

教练。于是他每周都坐“飞的”往返

两岸。一年多后，苏郁程熟悉了大

陆环境，有了落地发展的想法。“在

台湾，剑道的发展空间有限，我还是

决定留在厦门，继续练习剑道，完成

自己的梦想。”苏郁程说。

剑道是相对小众的运动，为了

能撑起自己的梦想，初到厦门的苏

郁程，周一到周五在咖啡店打工，周

末到剑道馆上课，但依旧入不敷

出，为此，他以咖啡为切口走上了创

业之路。3年后他开了第一家咖啡

店。为了给咖啡店选址，他逛遍了

厦门，笑称自己比本地人更懂厦

门。“很多朋友都会让我推荐厦门好

玩、好吃的地方。”

今年，苏郁程还代表国家队参

加第19届世界剑道锦标赛，他是队

伍里唯一的台胞运动员。为了获得

第19届世界剑道锦标赛参赛资格，

苏郁程努力参加各种积分赛和集

训，最终通过层层选拔入选国家剑

道队。“下一届的选拔已经开始了，

我还希望可以再多打几届，为国争

光。”苏郁程说，现在他已经在为下

一届世锦赛做准备。

对剑道的热爱，还让苏郁程收

获了美满的爱情。他的妻子曾经是

剑道馆的第一批学员之一，两人因

剑道相识、相爱，目前已育有一女

一子。如今，他慢慢融入了当地生

活，也享受这座城市的宁静与便利，

“我觉得在厦门生活很好，首先它跟

台湾在饮食、文化、气候方面都非常

接近；其次是这里的创业氛围很好，

得到了各类政策的扶持，让我们能

迅速落地发展。”苏郁程说道。

日前，在思明台胞驿站莲坂联

谊点，厦门牙科诊所河马医生创始

人郭景隆作为两岸婚姻家庭代表，

和妻子罗彩云一同分享了他们在厦

门携手同行的故事。希望借助联谊

点的成立，让更多的两岸同胞在思

明区感受家的温暖。

郭景隆是一名台湾口腔医师，

在福建医科大学深造时遇到了福州

姑娘罗彩云，两人因相同的专业结

缘，并于2009年一起到厦门就业，

从此在这里扎根生长。

郭景隆表示，选择在厦门安家，

一是因为厦门和郭景隆的家乡高雄

很相似，无论是气候、语言还是饮食

习惯，都让他感到舒适与亲切。另

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厦门对台胞的职

业发展很友好，是许多惠台政策的

先行试点。比如目前已落实的对台

开放大陆职业资格考试和直接采认

台湾地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政

策，台湾医师可以依法认定大陆医

师资格，也可在福建参加职称评

审。郭景隆说：“厦门像是打开了宽

敞的大门欢迎台湾同胞来厦就业、

创业，让我们也可以共享大陆的发

展机遇。”

郭景隆在厦门的第一份工作位

于海沧，他每天上班路上都会遇到

很多邻居老人在遛弯。“老人家们对

我们的关怀和互动很像是台湾的阿

伯们，很亲切。他们用一样的方言

跟我们打招呼，有时候甚至还会请

我们到家里去喝茶。”郭景隆表示，

在一声声问候中，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变得很亲近，“我是一个情怀比较

重的人，很顾家，一旦落地就想要生

根。而厦门是一个能让我感受到像

家一样温暖的城市。”

2014年，郭景隆和合作伙伴共

同创立了河马医生。最初河马医生

只是一家小型诊所，10年来逐渐发

展壮大，目前已拥有三个门诊部。

在厦15年，郭景隆自觉已完全融入

鹭岛的生活，“我们就像厦门新居

人，有时候出去自我介绍我都说自

己是厦门人。”

“我和罗主任是两岸联姻，我们

生活在厦门，感受到厦门的温度，想

把这份情感传递下去。”郭景隆希望

能借助台胞驿站，为两岸同胞提供

一个温暖的空间；同时，他也计划邀

请更多医学背景的两岸同胞，从不

同的专业领域为联谊点做贡献，将

台胞驿站资源分享给周围更多的

人，“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两岸同胞加

入我们，大家携手同行，一起奋斗。”

台湾牙医在思明安家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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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剑道师在湖里找到发展舞台

台青苏郁程。记者陈翠仙摄

台胞郭景隆。记者林舒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