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纸飘香，道不尽两岸情谊 

——2018我的文大“游学记” 

张佳佳 

聊城大学 季羡林学院、文学院 2015级 

 

“你陪我步入盛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诗意般的笑

容。”“2018 夏文大专班”的这趟列车，虽然旅程简短，但是我们一路载歌载

舞、相拥欢笑、欣赏着一路的风景，体味着美丽海峡的民俗风情。用一纸飘香，

诉说“2018 文大暑假专班”的点点滴滴，就算时光荏苒、匆匆流年、岁月沧桑，

依然会记得“2018 夏我在文大”这生命长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在文大的短短 14 天，我们收获了知

识、收获了友谊，更收获了专属于“2018 文大暑假专班”的曾经的、满满的、

感动的回忆。翻看着自己沿路拍摄的风景与可爱的人儿的照片，不觉眼眶已然湿

润……这一纸飘香，道不尽两岸情谊。自己作为一名大四的老学姐，原本应该老

老实实的泡在图书馆准备考研的相关事宜，但是非常感谢自己的母校--聊城大

学，给了我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作为短期交换生来到美丽而又温暖的“山

上的家”--中国文化大学，学习并交流“台湾在地民俗文化”主题课程。 

一、精彩纷呈的课堂学习。 

（一）《不一样的唐小说》：在这节课的刚开始的时候，便遇到了比较麻烦的

问题，“唐小说 what”？NO!不知道!!！

为我们所熟知的便是“唐诗”“宋词”

“元曲”“明清小说”等文体，对于“唐

小说”对于自己来说真心是第一次听

说，很是新奇的一个名词。过这也正

是我们这次前往交流，应该学习的方

面，经过老师的教授我们明白了，在

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文体，同时也有

其主流的文体，所以非主流文体便很

容易被我们忽略，“唐小说”便是如此。 

在课堂上，老师将来自不同学校的我们进行重新分组，在经过老师的大体引

导之后，便开始了热络的小组讨论环节，而我所在的是第三小组，由“中国传媒



 

大学”的崔郁凝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解子俨、才女张暖晴共五位成员组成，

每个成员积极参与，经过一系列思维火花碰撞以后，便进行了思维创造作品展示

环节。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创新作品，那就是将众所周知的《倩女离魂》与《月

下老人》两则传统故事，进行创新编撰成别有一番风韵的《青玉缘》，整节课堂

下来，真的很是酣畅淋漓！ 

（二）《注音符号 vs 汉语拼音，难？不难！》“注音符号”在自己学习接触

过后，不得不说一句，真的--有点难！但是让我更有所体会的便是自己对待问题

的态度：“  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注音符号

里的“勹”对应的是汉语拼音中的“b”。但是在这节课上我们也晓得了“勹”

这一注音符号的来源---由“包”裹演绎而来……也很难忘记才女暖晴与老师之

间的幽默互动。 

（三）《布袋戏掌中情》与《掌中乾坤》这两节课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先

了解基础的布袋戏理论然后个人体验布袋戏操作环节。然而在这节课堂上让自己

印象最深刻方面有陈冠霖老师（主讲老师）外出巡演一周还坚持上课，虽然口渴

但是却没有占用课堂上的一秒钟用来喝水，嗓子即使沙哑，仅仅向我们说一声

“对不起”，调整嗓音继续演绎那精妙绝伦的“布袋戏掌中情”； 

另一方面也是感叹布袋戏这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顽强，然而顽强的生命源头

在于“创新”，创新“视角鲜明的表现在传统布袋戏服饰随着时代的变化速度上

面，尤其是传统布袋戏到影视布袋戏的更迭，甚是值得借鉴。当然，这一纸飘香，

更应该记载属于我们的“欢乐时光”，小瑜、大萍子和大兵搞怪的布偶表情大作

战、小明月酷炫式的招牌布偶姿势，还有葛院长也随行加入我们的搞怪创新的行

列……一幕一幕依旧如电影情节般，在脑海里循环播放。 

（四）《台湾传统民俗艺阵》---“电音三太

子”，最是吸引我的便是“三太子”的基本舞步，

这又是文化融合与创新的结果，这舞步分为两部

分，第一部分是自我创新的“交叉步”（当然这是

自己起的名字）第二部分则是与东北秧歌步有异曲



 

同工之处；这节课让我感触最深的便是---看着容易，动手操作，很难！我们每

个人很幸运的都有机会，和“三太子”亲密

接触，然后共同舞蹈，原本在台下看着舞蹈

老师很是轻松的示范了六分钟的舞蹈串烧，

轮到自己上阵了，突然感觉头上有千金重，

但是却不能表现出来，最让自己哭笑不得的

就是---即使再重也要舞蹈！只有自己体验，

才能知道真正做好一件事情有多不容

易……当然看到静华的“拉丁”式“电音

三太子”，暗自惊叹不已，营队成员简直是

人才济济啊！ 

（五）《原住民传统歌舞文化》这堂民俗风情体验课，首先最吸引我眼球的

便是原住民老师身上的服饰：自从我们自行从太阳直晒的澎湖回来之后，才知道，

原来防止晒伤比受热更重要，所以排湾族老师的衣服都是长裤长褂！然后更让我

们零距离的接触并学习排湾族的歌曲与跳舞，我们围成一个大圈圈尽情地载歌载

舞、开怀大笑！在这里不得不称赞的是卧虎藏龙的营队，小瑜发挥外语系的特长

很流畅的掌握并歌唱出排湾族歌曲《心里只有你》，歌后任可欣一首彝族歌曲《不

要怕》更是让原住民老师连连

称赞，幽默与才华并重的暖

晴、客家小哥孙楚晗（江湖人

称“小朋友”）、幽默搞怪的

王一多（民间人称“多哥”）

与内敛多才的解子俨轮番上

阵展歌喉，两岸文化歌曲的融

汇，更是将整个课堂氛围燃到

了极致。 

二、欢笑相随的课外体验。 

（一）感恩有文大的老师们和学伴们无微不至的陪伴与照顾。 

手中相机掌乾坤的火哥。自己在下飞机的第一时刻，就看到了接下来将要如

影随形为我们记录美好瞬间的“火哥”！自己也从镜头恐惧症到后来开始挣抢大

萍子的“c 位”，在澎湖，这个太阳直射的地方，火哥为了给我们拍摄，自己暴

露在阳光下，就算汗水连连，也要寻找最佳机位。最后，在总结发表会中的每一

个人都被“火哥”精心制作的记录影片感动的稀里糊涂的！反正我是热泪盈眶，

虽然事后还被可爱的调皮的学伴侬侬嘲笑，自己哭的模样真丑！ 



 

热情温暖又不失严谨的毕玉成老师。依昔

记得，毕老师默默地坐在教室一旁，观看着我

们课堂上的动态，此时正好步入“自我介绍”

的环节，然后我因为“年纪最大”自然而然成

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让我意外的是，

时隔几节课，毕老师居然还能记得当时我自我

介绍的内容！暗暗称赞，老师记忆力真好！还

记得，在花莲那次我们小组落在后面，毕老师

从队伍的最前面折回，耐心的询问陪着我们一

同前行。当然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大萍子“寻亲

记”中毕老师全程的费心费力的付出与陪伴，

几经周折，大萍子终于和自己一年多没见的大

舅碰面。 

电脑随身带，随时随地办公的谢慈纯老师。第一眼见到谢老师就觉得这是以

为很有气质的老师，但是没想到居然也是职场“女强人”，这里的强指的是很拼！

我们外出体验基本行李从简，只有一个人的行李过重，那就是谢老师，无论走到

哪里都要手挎一个笔记本电脑。在海洋牧场钓花枝、烤牡蛎吃的时候，谢老师独

自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默默地拿出笔记本电脑专心致志的进行工作。 

温柔细心的王柔颖老师，是我们组的带队老师。在得知大萍子中暑的消息之

后，第一时间买来了运动饮料和冰块进行降温，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是感动是

真的！年轻有味的蔡老师和杨老师更是令我们既羡慕又亲切，年龄相仿并无任何

的隔阂。 

（二）学伴带领我们领略不一样的海峡风景。 刚开始到台湾，我就被酷酷

的侬侬圈粉！不过但是闹了很多乌龙，先是把“学伴”错听成“学霸”！我还在

想怎么这么多学霸？了不得了！不得不说，我忘不了这位酷酷的小姐姐已经累的

够呛，在听到有人迷路的消息后，马上像打了鸡血似的奔跑起来，真的忘不了侬

 



 

侬陪我们一起走过的街，一起吃过的饭，一起来过的玩笑，在分别时一起流过的

眼泪，忘不了侬侬和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大家好，我是谢侬，大家可以叫我侬

侬！” 

 

忘不了我们的坚强后盾“华仔”，每次外出体验，华仔都会默默的守护着渐

渐落队的营员，每次和华仔聊天，就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年长我几岁，

但是却很是博闻强识，当然这是非常正经严肃的一面，华仔还是我们的开心果！

更不会忘记华仔每次诙谐独特般的笑声！当然还有会跳舞会唱歌的阿碰！虽然看

起来很是内敛腼腆，但也仅仅是看起来而已！不得不说，阿碰唱歌真的很有味道

啊！忘不了热情温暖的“山中的家”，忘不了吃货天地的士林夜市，忘不了古风

古韵的淡水老街，忘不了夕下美奂的渔人码头，忘不了一览众小的 101大厦，忘

不了世外桃源般的澎湖、风车园区、生命传奇的通梁古榕，跨海大桥、二坎古厝

等，忘不了伴随着“外婆的澎湖湾”的节奏，体验着别样的海峡风光时的心绪。

忘不掉凌晨三点的我们，睡眼惺忪的相依在太平洋岸边的七星潭岸边，期待着从

海平面升起的太阳，更忘不了原本困得不行的一群人，在看到太阳初露时的兴奋

与尖叫。忘不了，忘不了太多太多的只关于我们的故事！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

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

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老先生这首《国殇》不知看哭

  



 

了多少人。我相信，不管是什么都不能把我们永久的分开，渡尽劫兄弟在，斟酒

再将旧事提。 

2018 夏“文大暑假专班”---这是属于我们的故事。我们是一家人，昨天，

我感受到了台湾家的温暖；今天，我正在大陆的家里等着你！踏在祖国大陆的土

地上，愿用自己情真意切的一纸飘香，诉说两岸道不尽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