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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 潘薇

胡毓娇）樱桃小丸子、《百妖谱》里

的桃夭、哆啦A梦……上周五，在

第二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颁

奖典礼上，两岸配音演员以“声”

会友，同台演出多部优秀配音作

品，用声音赋予动漫角色灵魂，展

现两岸青年的创意与才华。本次

赛事共有台湾33个参赛团队和

个人斩获二等奖、三等奖及最佳

创意奖等多个奖项。

据介绍，大赛自6月份启动

以来，共收到来自两岸200多所

高校和100多家配音社团、声音

工作室选送的3162部参赛作品，

其中台湾参赛作品587部。大赛

邀请了狄菲菲、季冠霖、陈浩、陈

美贞、林凯羚等两岸配音行业知

名专家、导演和演员担任评委。

经过专业评选，有160部作品入

围决赛，最终评选出大赛一、二、

三等奖以及专项奖等多个奖项。

颁奖典礼现场，两岸选手同

台演出多部优秀配音作品，在声

音娱乐中增进情感共鸣，感受亲

切互动的氛围。不少选手认为赛

事为两岸青年提供了情感交流、

潮流文化交流的平台。“终于见面

了！”来自大陆的沈飞和来自台湾

的陈巧孟感慨万分，两人因为配

音已经相识五六年，经常在线上

合作配音，这次借由参赛获奖第

一次会面，两人还为对方精心挑

选了家乡的礼物。“我是杭州人，

准备了我们那边的丝巾、百年老

店的扇子，还有西湖龙井之类

的。她带来了台湾的牛轧糖和鱼

松等美食作为伴手礼。我们约好

了，以后她会来杭州找我玩，我也

会去台湾找她玩。”沈飞笑着说

道。

台湾铭传大学客座教授洪孟

启表示，影音时代已经到来，而影

音文化里最需要的是相互合作。

他说：“同为炎黄子孙，鼓励台湾

青年向大陆学习、发展，两岸青年

携手合作，共维两岸和平，同创民

族荣耀。”

现场还举办了两岸配音人才

交流计划签约仪式，为有志于配

音创作的两岸青年提供更多创

作、研学机会。厦门外图集团签

约北京冠声文化共同打造两岸有

声书、声音剧及电影、电视剧、动

画片等有声泛娱乐文化产品推广

平台，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第

七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作为大

陆动漫IP的领军企业，与两岸优

秀选手代表现场签约，将为两岸

配音演员和创作人才提供动画原

片配音实践和项目共创机会。

晨报讯（记者陈怀安）“汉字

是两岸每天都在使用的，两岸之

间的交流往来也应该是日常的、

融合在生活中的。”在2024海峡

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开幕式

上，来自台北的女企业家王俐乔

如是说。借参加汉字文化系列

活动之机，考察厦门营商环境、

寻找商机，则是她此行最主要的

目的。而一起同行的，还有另外

8位台湾年轻企业家。

上周五，2024海峡两岸汉

字文化系列活动开幕式现场，来

了一群特别的台湾嘉宾。他们

有男有女，基本都是“90后”，个

个却都是企业负责人、品牌创办

人。带团的台湾卓越媒体集团

社长徐邦浩告诉记者，此次大家

专程从台北过来参加汉字文化

系列活动开幕，好几位都是首次

来大陆，所以先到厦门办好了居

住证、银行卡开户，接着安排了

几天的考察行程。

徐邦浩表示，通过交流不断

扩大两岸青年共同的“朋友圈”

和“事业圈”，“有交流就有机会，

有过来大陆就有商机。”

“汉字文化博大精深，两岸

都使用汉字。借由汉字文化系

列活动，两岸民众可以通过各

种形式感受到汉字的美，更好

地传承中华文化。”首次到厦门

参加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

动的台青王俐乔说，汉字文化

是两岸共有的，对每个人来说

“就像空气一样”平常，但通过

举办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创造

了两岸更多交流的机会，应该

好好推广。

王俐乔介绍，落地第二天，

他们就到厦门市湖里区政务服

务中心办居住证，整个过程简

便、高效，让人感到惊喜，“证件

已经寄到，马上可以带回台

湾”。除了办证件，更重要的是，

借着此次机会，他们先后考察了

厦门启达台享、厦门海西MCN

等台青创业基地，得出结论：“大

陆发展速度惊人！但是台湾产

业登陆仍有很多互补的机会。”

从事教育培训行业的林嘉

宏，则相对较早来大陆交流。他

自2017年起频繁往来于两岸之

间。他认为，两岸语言相通，文

化一脉相承，希望将自己的教育

理念从台湾分享到大陆，实现从

儿童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全面覆

盖。

“大陆市场大、机遇多，还有

对台政策加持。”林嘉宏说，此次

到访厦门，大陆的直播带货产业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惊讶

于一个卖盆栽的主播一天能创

造几十万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这

在台湾是难以想象的。而同行

的几位伙伴，根据不同专业领

域，也分别进行了对接，落地厦

门的意向强烈。林嘉宏笑着说：

“以后一定会常常在厦门见到我

们的。”

台湾新手爸妈
来厦研学取经
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 潘

薇）日前，来自台湾嘉义的11组

亲子家庭在厦门进行了一场

“天厦一嘉亲，两岸新连新”新

手爸妈研学营活动，台湾新手

爸妈收获满满。不少家长表示

期待下次来厦交流。

连日来，他们参访集美人

文馆、厦门灵玲国际马戏城、厦

门园林博览苑等地，寻找嘉庚

足迹，感受集美发展，体验闽南

文化。新手爸妈十分肯定集美

丰富的教育资源，期待子女能

来厦就学。不少台湾家庭表

示，孩子们在研学交流中，开阔

眼界增长学识，期待研学活动

能够常态化。台湾嘉义市妈爸

宝贝育儿发展协会理事长许秦

蓉说：“这次研学营大家收获满

满，可以让我们多多了解这边

的风俗民情。希望能够多办几

次这样的活动。”

厦门（集美）闽台研学旅行

基地万千极美营地总营长黄震

宇则表示，希望通过各类交流

活动，让更多台胞了解大陆现

在的发展。

两岸以“声”会友 演绎动漫作品
第二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收到3162部参赛作品，两岸选手积极参与

台湾青年企业家组团来厦参加汉字文化活动

“有交流就有机会，有过来就有商机”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哥

哥、小姐姐，大家午安！”在活动

现场，台湾知名配音演员、配音

导演林凯羚化身“樱桃小丸子”，

用独特的声线问候到场嘉宾。

她在现场分享了配音经验。

作为赛事的评委，林凯羚称

赞大陆新生代配音演员出色，

“这次比赛让我看到了很多明日

之星，很多配音演员令人佩服，

我都觉得要向他们多多学习。”

林凯羚说道。 （记者陈翠仙）

“樱桃小丸子”盛赞大陆配音演员

在第二届海峡两岸动漫配

音大赛颁奖典礼上，两岸配音

演员以“声”会友。

台青在厦感受汉字文化魅力。记者陈怀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