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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潘薇陈怀安

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

选结果近日在台北揭晓，“融”字

以最高票当选，受到两岸舆论高

度关注。昨日，国台办举行例行

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希望两岸同胞携起手来，共同推

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

道，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共享两岸关系“其乐融融”的发展

红利。

国台办点评：

“融”反映两岸关系发展前景

昨日，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

示，一个“融”字，代表了两岸同胞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的共同心声，反映了两岸民众的

朴素愿望和两岸关系发展前景，

可谓一字千言、众望所归。

朱凤莲说，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利在两岸当下，功在民族千

秋。我们制定出台并推动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

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举办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青年发

展论坛、海峡青年节、海峡两岸交

流融合月等重要交流活动，邀请

岛内各领域、各界别人士来访交

流，进一步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

祉的制度和政策，为广大台胞台

企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参与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平台，创造更

好条件。

两岸热议：

“融”把两岸带入更美好明天

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

选10月 27日启动，邀请两岸各

界知名人士参与推荐年度汉字，

从中遴选36个候选年度汉字，于

11月21日至12月6日进行网络

票选，吸引了两岸约1500万人次

投票，最终“融”字以逾98万票当

选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

两岸舆论高度关注2023海

峡两岸年度汉字“融”，新华社、央

视新闻、参考消息、人民网、光明

网、中新社、中国台湾网、华夏经

纬网、中国日报网、《环球时报》、

《太原晚报》、福建广电、东南卫

视、《福建日报》、厦门广电、香港

中通社、香港新闻网、台湾中时新

闻网、台湾《工商时报》、台湾卓越

杂志、金门通讯社、马祖通讯社、

Yahoo奇摩新闻等媒体纷纷报道

或转载。

中新社发表评论文章《台湾

很“缺”，不妨两岸来“融”》。文章

指出，由两岸机构共同举办的

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结

果在台北揭晓，“融”字当选。而

“台湾2023代表字大选”结果公

布，“缺”字获选为本年度代表

字。一边是“融”通两岸，一边是

百“缺”待补……这两个字传递着

民众的朴素心声，也投射出民进

党当局“执政”下台湾社会的困窘

乱象。

《环球时报》刊发中国社会科

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点

评文章，认为“融”字当选，反映了

当下两岸民意所思所盼。可以预

见，两岸融合发展过程将呈现出

更丰富的样态：台商台企在大陆

投资发展拉动两岸交流互动、促

成台胞赴大陆发展的“以经促社”

模式仍会扮演关键角色，中国大

陆广袤的内需市场仍会是岛内台

商台企西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台胞台青直接在大陆发展创业，

两岸民众因业缘姻缘趣缘绵密互

动，将促使两岸经济社会形成更

紧密“命运共同体”。展望2024

年，两岸关系发展仍会面临诸多

挑战，但只要大陆继续保持向前

向上的发展势头，坚持全面推动

两岸融合发展不动摇，两岸关系

就未来可期。

《福建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百“缺”难解 民心向“融”》，认为

台湾2023代表字、2023海峡两

岸年度汉字评选结果相继在台北

揭晓，“缺”字获选为台湾本年度

代表字，“融”字则当选两岸年度

汉字。一边是百“缺”难解，一边

是盼“融”盼通，既投射出民进党

当局施政的种种乱象，又深刻表

达了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

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

台湾中时新闻网、台湾《工商

时报》、台湾卓越杂志、金门通讯

社、马祖通讯社等引述中华书学会

会长张炳煌受访话语，认为“融”不

仅是当前两岸最需要的，更重要的

是要借由“融”促进两岸互相了解，

进一步做更多有利于两岸的事情，

相信“融”可以把两岸带入更美好

的明天。这表达出两岸民众想共

融合、共发展的心声。

两岸舆论高度关注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融”，国台办评：

一字千言 众望所归

12月13日，国台办在北京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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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林燕萍 通讯
员郑素描叶薇薇)“今天，顺着这

条路，我找到了自己的原乡。”到

同安成功寻根的台湾同胞彭忠义

激动不已。

近日，彭忠义带着厚厚的族

谱，从台湾新竹赶到同安区五显

镇明溪村后肖自然村的彭氏宗

祠，与当地新旧彭氏族谱一一对

照。通过族谱比对，彭忠义确认

自己就是彭氏天禄公二十一世、

居住在同安区五显镇后肖自然村

的三房彭用斌的后裔，并与后肖

自然村的彭金淑查找到共祖、彭

用斌长子——彭孔敬。

彭忠义能顺利寻根，得益于

同安区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

心推出的“KFA手机族谱”微信

公众号。该中心负责人江艺平介

绍，厦门民间收藏族谱数量众多，

然而存放分散，不便查阅。在他

的推动下，5万多册族谱录入该

微信公众号的“两岸族谱数据

库”，其中就包括两岸彭氏族谱。

“台湾彭氏在数十代传承中，

从未停止过族谱编纂，就是为了

能让子孙后代找到回家的路。”彭

忠义说，族谱上线后，如今台胞可

以通过系统查询，更快速、更准确

地找到自己的祖先。

记者了解到，今后台湾各个

姓氏的宗亲来同安寻根，只要能

提供相关祖源资料，比如居住地、

官职、昭穆，最好是有祖先的名、

字、号等关联信息，就可以通过

“KFA手机族谱”微信公众号的

“两岸族谱数据库”，进行“一键寻

祖”等操作，从而找到祖先。

据了解，现存台湾民间“祖籍

是同安”的1026部族谱中，可确

定明清时期同安有68个姓氏、

1000多个家族移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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