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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同安孔庙内全场肃立，雅
乐奏响，祭孔大典正式开始。大典现场重
现古老的“活文物”——祭孔佾舞。据悉，
佾舞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舞蹈，两
岸同胞以此表达对至圣先师孔子的缅怀
和崇敬。随后还举行了开笔礼、拜师礼、拜
师祈愿等活动，营造感恩圣贤，尊师重道，
传承文化的浓厚氛围。

厦门（同安）孔子文化节自2009年以
来，已连续举办了十五届，以“两岸同祭孔”为
特色，影响力不断增强，现已成为厦门的文化
品牌。同安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自古
以来两地往来密切。同安孔庙是厦金两地唯
一的孔庙，而台湾的第一座孔庙台南孔庙也
是由同安人陈永华主持修建的。

今天下午，以“共仰同台孔庙儒风 见

证两岸学缘文脉——同安陈永华奠基台
湾文教”的学术研讨会也在同安朱子书院
内举行，福建省政协特邀委员吴清菊、金
门县原县长李炷烽、厦门大学图书馆副研
究馆员周建昌等两岸专家学者一起研讨，
追溯同安与台湾一脉相承的学缘文脉，缅
怀同安先贤陈永华对两岸文化融合发展
做出的历史贡献。

本报讯（记者 林依文 通讯员
曾妙龄谢雯瑜）“创新创业需要走
差异化道路。”“要找到自己的兴
趣和能力所在。”“做事一定会遇
到问题，如果还没遇到那只是还
没发生！”近日，颜值家电品牌“适
盒”创始人尤绍锋回到母校厦门
理工学院，在艺术会堂为2023级
新生分享“一群厦理工学子的创
业故事”。

据悉，今年厦门理工学院新
生入学教育中，安排了“创新创业
教育第一课”，特邀优秀的青年创
业校友回母校，分享自己的一线
创业经历与成长感悟，为学弟学
妹们提出宝贵的大学生活建议。
和尤绍锋一样，今年被“召唤回
家”的校友还有健康轻食领导品
牌“暴肌独角兽”创始人郑国煜，
以及福布斯“30U30创业精英”、
领航共创创始人、三通资本执行
董事潘阳。

活动还设立“创新创业项目
展”“青创榜样展”，让新生近距离
参观创新创业项目成果，深入了
解学长学姐创业历程，感悟创新
创业的独特魅力。连续三场高质
量的“创新创业教育第一课”及其
配套活动，为新生们敲开了创新
创业的大门，播下了“敢闯会创”
的种子。

厦门理工学院于2008年建
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启动创
新创业教育探索之路，是“全国首
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首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高校”。学校年均创新创业经费投
入500余万元，选配创新创业导
师96人，累计孵化学生创业团队
700余个，注册公司142家，项目
融资总额已过亿元，年产值超30
亿元。十余年来，学校已为国家和
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创新
创业青年人才。

追溯两岸学缘文脉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2023年厦门（同安）孔子文化节上午举行，专家学者探讨两岸文脉传承发展

赓续历史文脉，根
植文化沃土，留住
乡愁记忆，共抒两

岸情深。今天上午，2023年厦
门（同安）孔子文化节在同安
孔庙举行，百余名两岸同胞
齐聚一堂同祭孔子。本届孔
子文化节以“儒行两岸 尊师
尚学”为主题，两岸专家学者
首次在孔子文化节上对同安
先贤陈永华开创台湾文教事
业先河、以儒家思想推进两
岸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影响
展开学术研讨，追溯同安与
台湾一脉相承的文脉渊源，
共证两岸文化同根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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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华（1634—1681），同安人。据
《同安历代名人》记载，陈永华在其父去世
后，投奔正在“延揽天下复明志士”的郑成
功。因贤明能干，深受器重，郑成功把他比
为“卧龙诸葛”，授参军职。

1662年，陈永华协助郑成功收复台
湾。陈永华不仅将跟随郑成功东征的万余
闽南子弟兵留在台湾，繁衍子孙，成为后

来台湾发展社会经济的中坚力量，还鼓励
闽南居民迁移到台湾，将闽南先进农耕、
手工技术带到台湾，开发台湾。陈永华推
动台湾贸易活动及造船业发展，使台湾农
业生产出现富足景象。

同安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永富
说，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陈永华也非常
重视教育事业发展，他建议速建孔庙、兴

办学校，加强台湾的文化和教育。康熙五
年，陈永华主持修建台湾第一所孔庙，大
力发展教育事业，成为台湾教育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在陈永华等人的努力下，

“台湾文学始日进”，台湾高山族地区也有
“能句读……能通漳、泉语者”，有力地促
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陈永华也
是在台湾推行大陆教育科举制度的第一
人，使两岸百姓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融
合。因其对台湾文教事业的开创之功，他
也被誉为“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陈永华卒后，与夫人洪氏(同安人) 合
葬于天兴州赤山堡大潭山。康熙皇帝赞其
功劳人品，下旨迁葬同安。史学家连横在
《台湾通史》评价陈永华：“明祚延至数
十年者，皆永华之力也。”

两岸同胞同祭至圣先师 专家学者研讨两岸学缘文脉

同安先贤主持修建台湾首座孔庙 大力推动两岸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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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记者兰云丝通讯员游少斌
图/主办方提供）昨日上午，市老年活动中心
2023年“文明实践助老同行”系列活动“我们
的节日·中秋”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在集美区杏
林街道园博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吸
引园博社区近百位老年人及居民前来体验。

本次活动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市
老年活动中心、市老年基金会、集美区委老
干部局和集美区老年活动中心主办。活动现
场，市老年活动中心特别安排一场非遗盘纸

技艺“团圆月饼”手工活动，老年朋友在培训
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卷、捏、拼、贴等手法，五
颜六色的细纸条在指尖绽放光彩，成为精美
的艺术品，纸质的团圆月饼由老人们亲手制
作完成。

活动同时还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智能手
机使用咨询和应急救护体验，发放自编培训
教材，提供义诊及血糖、血压测量服务。志愿
者们专业的服务、热情周到的态度，赢得社
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厦理工青创学长回母校
鼓励学弟学妹“敢闯会创”

近百位老人制作纸艺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