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台湾学子一向有“来台大、去美
国”的求学路线，但是近年来，“去大
陆，求发展”已经成为台湾学生的新
选项。台生已经成为继台商之后联
系两岸的新群体，对两岸关系的发
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到大陆求学的台
生不断增加

从 !"#$年开始，大陆高等院校
开始招收台湾学生。随着两岸经济、
文化领域交流的不断发展，到大陆求
学的台湾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从
%"&$年到 '(((年，大陆高校招收的
台湾本科学生为 )&"$人，研究生
&*+人，人数不多；)(((年以后，台湾
当局对台生赴大陆学习的限制有所
放松，仅 )((%年到 )((+年，大陆高
校就招收了台湾本科生 )&,$人，博
士硕士研究生 ),**人。)((&年之
后，两岸关系发展迅速，台生来大陆
学习的意愿明显增强，每年在大陆高
校就读的台湾学生保持在 ,(((人左
右，每年大陆高校招收台湾学生约
)(((多人。根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年 %月，来大陆就读的台湾学
生累计已经达到 -万多人。

近年来，台生来大陆学习呈现
出许多新特点。一是生源质量明显
提高。%"""年之前，来求学的多是
参加台湾联考成绩不好或落榜的台
生，他们大多抱持一种“混个文凭”
的心态，整体素质相对较差。%"""

年之后，台湾许多优秀学子纷纷选
择大陆高校，生源质量明显提高。二
是选择专业开始多样化。原来台湾
学生来大陆学习主要集中在中医
药、传统文史哲和体育等大陆优势
专业。近年来，随着大陆文化教育事
业的飞速发展，台生的专业选择日
渐多元化，目前最受欢迎的有会计、
企业管理、经济法学、中医针灸等。
三是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城市。
"$.以上的台生会报考位于北京、
上海、广州及沿海几大省市的高校。

尤其是福建，一直是台生在大陆的
主要求学地，近 -( 年来已有约
$(((名台生在此就读。主要是这些
地区具有经济发展水平高、知名高
校云集以及台湾企业集中等优势。

大陆不断出台惠
台新举措
针对台生来大陆学习人数不断

上升的状况，大陆方面陆续推出多
项照顾台生的政策，使相关政策和
制度不断得以完善。

一是将台生待遇逐渐与陆生拉
平。)(($年 &月，教育部、财政部等
相关单位公布了《关于调整祖国大
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招收台湾地
区学生收费标准及有关政策问题的
通知》，规定在大陆学习的台湾学生
与大陆学生学费标准一致。另外还
设立了“台湾学生奖（助）学金”，并
对招收台湾学生的大陆普通高校和
科研院所给予专项补助，使台生与
陆生享受一样、甚至更高的就学待
遇。)(%-年 %(月教育部决定，在大
陆就读的台湾大学生在自愿基础
上，可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按照与大
陆大学生同等标准缴费，并享受同
等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解决了台
生在大陆就医问题。

二是为台生求学提供方便。早
先，大陆为港澳台学生专门设计了
“大陆对港澳台联合招生考试”，可申
请的大专院校超过 )((所，考题难度
及录取分数线都比大陆学生低很多。
)(%(年 + 月国台办又宣布，“大陆
%)-所高校将免试接受在台湾基本
学力测试中成绩达顶标级的台湾高
中毕业生，经面试合格后即可录取”。
也就是说大陆认可“台湾高考成绩”，
成绩好的台生只要将学测成绩寄往

属意的大陆高校即可，简化了台生到
大陆读高校的程序问题。

三是鼓励台湾青年在大陆就
业。)(($年 %(月，大陆实施的《台
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
定》，向三地青年敞开就业大门。其
中，不但放宽了台湾居民在大陆就
业的岗位条件，也放宽了台湾居民
在大陆就业应具备的条件，同时也
简化了台湾学生在大陆就业的手
续，并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要为他们
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此后几年又相
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向台湾居
民开放 -,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
试，支持从大陆高校毕业的台湾学
生自主创业，对台生在毕业学年内
参加创业培训的，可比照大陆学生
同样待遇，享受相应培训补贴等。

看重大陆的发展潜力
除了大陆方面不断推出鼓励台

生来大陆学习的政策外，台生来大
陆求学人数上升的主要因素还有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陆经济实力快速增长，

吸引了全球的资金和人才，台生只
是这股大潮中的一部分。)(%(年 -

月台湾《远见》杂志的调查显示，台
生来大陆学习原因的排序分别是：
累积生活与学习经验，建立在大陆
的人脉，有助于未来事业发展，提早
熟悉大陆市场。其中，台生来大陆学
习最看重的是大陆的发展潜力，希
望尽早取得大陆经验和建立相关联
系，以便于未来的工作和发展。
第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首先

是两岸之间善意增加。)(%-年台湾
《联合报》的年度两岸关系民调显
示，只有 --.的台湾人担心大陆实
力上升对台湾不利，而 )((+年认为

大陆对台湾有“敌意”的台湾民众则
高达 $$.。这种趋势使台湾青年人
更有意愿与大陆接触和交往。其次
是两岸交流的日益密切。)((&年以
来，两岸交流从经贸领域逐渐扩展
到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等各个领域。
交流的频繁能够减少误解，破除谣
言，增加台湾青年对大陆的了解和
认同。因此，台生愿来大陆求学也是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

第三，台湾自身竞争力的下降。
首先是在国际大环境不佳以及自身
经济结构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台
湾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率持续低迷，甚
至是负增长，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
择离开台湾寻找机会。其次，台湾自
身的教育品质也在退步。当前台湾高
等教育浮滥，使台湾大学生素质明显
下降。在世界前 $((名的大学排名
中，台湾多数榜内大学都有退步，而
大陆除了有更多高校进入 $(( 强
外，排名进步幅度也很大。
第四，台湾当局不断放宽相关

限制。台湾当局原本不承认大陆学
历，令台生回台后的权益受损。在各
界强烈呼吁下，)(%(年台当局承认
+%所大陆高校的学历，)(%-年扩大
到 %%%所，并承认 %"%所院校的专
科学历。随着台生来大陆求学的人
数日益增多，台湾方面的相关限制
也会逐渐减少。

搭起另一座两岸
沟通的桥梁
台生在大陆学习，经历了一个

对大陆从了解到理解再到认同的心
路历程，有利于台湾青年去除对大
陆的误解，增加彼此情谊，对两岸关
系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第一，台生将成为继台商之后推

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又一重要群
体。目前常驻大陆的台商及台干约达
%((万人。这一群体是两岸沟通的重
要桥梁，也是支持、推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重要力量。)(%)年台湾地
区领导人选举的最后时刻，郭台铭、
王雪红等岛内多位颇具影响力的企
业家发表声明支持“九二共识”，对蓝
营胜选起到积极作用。台生未来也必
将壮大成为类似台商的群体，其在两
岸关系上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觑。
第二，台生搭起另一座两岸沟

通的桥梁。台湾民众对大陆误解较
深、了解较少，台生登陆前也是如
此。比如，很多台湾民众认为大陆人
不文明，随地小便。一位台生则从同
宿舍的同学中了解到，大陆农村没
有那么多厕所，在田地里方便是他
们从小就养成的生活习惯，并非教
养问题。台生会把他们的认识和理
解传达给在台湾的亲朋好友，而且
由于他们年轻、单纯，没有自身利益
牵涉其中，所以他们的亲身经历更
具说服力。台湾《远见》杂志 )(%(年
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大陆学习的台
生有 $-/+.对大陆印象变好，而且
有 &)0$.会推荐亲友到大陆就读。
第三，两岸青年的友谊为未来

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台
湾学子经过努力取得大陆高校本
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回台后将成
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相信未来
有更多优秀的从大陆学成返乡的台
生会进入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等领
域。设想未来参与各项协商的两岸
官员，可能不少是出自大陆同一高
校的校友，这不但会形成两岸交流
上的一道独特风景，还会使两岸关
系发展更加行稳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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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联系两岸的新群体 ! 金 奕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 ! ! ! ! ! ! ! !!"我一定让外婆康复起来

写这篇文章时，我满心绝望。我惧怕地
想，外婆要离开我了。外婆总有一天要离开
我，尽管我早已知道这个谁都无法逃脱的事
实，但当它真的临近时，我发现自己脆弱得不
堪一击。
爸爸来上海出差，我和外婆通电话。外婆

在电话那头呻吟，说：“灵灵啊，外婆要死了
……”我拿着电话，嚎啕大哭。爸爸在旁边安
慰我：“别担心，都是因为我不在，我回去就好
了。”我仍旧哭。有谁能主宰别人的命运？又
有谁可以阻止衰老和死神的脚步？该诅咒的
衰老！该诅咒的死神！
外婆的病有些没有来由，先是长时间失

眠，继而是严重的早搏，浑身无力、难受，四肢
无处安放。医院诊断为老年性忧郁症。我的外
婆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妈妈判断她得这个
病，多半和长时间一个人独处有关。她的症状
主要表现为失眠，还有全身性酸痛乏力，甚至
没有力气穿衣、走路、吃饭。外婆也许有过精
神上的痛苦，有过没有来由的烦躁和忧虑，可
她偏偏是不善于表达的人，偏偏，我又那么年
轻疏忽。这么多年，都是外婆在细致入微地照
顾我的起居，我又何曾想过，去关心一下外
婆，问问她是否适应这新的生活，白天我不在
的时候，她都做些什么，又或者，主动把晚归
的时间减到最少？
年轻人心中往往只有自己的世界，要自

由，要独立，要奔跑，要飞，却忽略了，身边的
亲人总是以你作为他们的全部世界。他们或
许跑不动，更飞不动。他们只是目送，只是注
视，只是在身后默默为你祝福。而你只有停下
脚步，转过身来，才能看见他们的目光。如此
关照体贴的目光，只有爱你的亲人才有，而他
们，总有一天将永远离开你———这个道理，我
直到今天才真正懂得。
妈妈对我说：“你要放心，我一定让外婆

康复起来。”
妈妈学财会，却粗通医学，在家里，或可

算上半个医生。她对病症的领悟能力，因为对

家人了解，甚至可能超过医生。我
从小就迷信妈妈的能力，无论做
什么，她都比别人强一些。她有一
双巧手，从裁剪到缝纫、编织，样
样精通。我小时候的衣服，小到一

件夏裙，大到冬天穿的大衣，都是妈妈亲手做
的。她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做事的条理性，与
人打交道时的善解人意，及至她所从事的财
会本行，在我眼里，都比别的妈妈优秀。她对
我，理解、宽容、严格，宠而不溺。她照着心目
中的样子塑造我，她的一些理想多半在我身
上实现。因此，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心稍
稍安定。后来，又确知外婆的病并不危及生
命，我才重燃希望。
妈妈说得轻松，但要做到却何其难。因为

服药副作用大，一开始，外婆连走路都不会
了，仍旧是焦虑，浑身说不出的难受。她总说，
“不知道手脚该放哪里，这也不是，那也不
是。”为了缓解她的肢体难受，爸爸也不辨男
女了，用力帮外婆浑身上下地揉搓。妈妈每天
强迫外婆下床，搀着她学习走路。

起初，外婆走路必须扶墙，抖抖索索，举
步维艰。渐渐，能两手放脱，一个人独自走了。
之后，爸爸和妈妈每天晚饭后陪外婆出门散
步，妈妈搀扶着她，有时，走到一半，外婆就说
走不动了，要回家，妈妈却让她坚持。只要妈
妈坚持，外婆总拗不过她。锻炼了一段时间
后，略有起色，他们三人又每晚去小区附近的
老年活动中心锻炼。爸爸打乒乓，妈妈和外婆
在健身区骑脚踏车，累了，就和周边的朋友闲
聊。外婆起初只是木然地靠在沙发上，连坐的
力气都没有。一段时日以后，她开始加入讨
论，步履也逐渐轻快起来。旁人都说，妈妈创
造了奇迹，外婆的精气神又回来了。
但是，外婆这一病，躯体上的症状尚能恢

复，记忆力却是明显减退了。那时，妈妈退休
返聘，白日里，外婆不见妈妈，便时常去妈妈
的办公室楼下找女儿。妈妈和外婆的关系倒
了个儿，外婆成了孩子，妈妈反倒成了长辈。
外婆依赖她，粘着她，几乎寸步都不肯离开。
时常的，正上着班，妈妈的同事会过来告诉妈
妈：“你母亲又在楼下等你了。”妈妈便心神不
宁地下楼去看外婆，哄她乖乖地回家。外婆坐
在花坛边，看见女儿来了，面露喜色。她听妈
妈的话，自个儿乖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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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没有立刻就向妻子亮底牌

在婚姻问题上，聪明女人找的是心，短视
女人找的是钱，虚荣女人找的是权。黄胜认定
蔡振华正是她要找的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那时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越剧团

宿舍只是走廊里有一部公用电话。黄胜一去
接蔡振华的电话就没完没了，惹得剧团其他
想打电话的人频频开门探头看，见她还在那
儿站着聊，有人忌妒地小声议论：
“黄胜是不是晕过去了，一打两三个
小时！”

在两人感情不断升温时，一个
难题摆到了黄胜面前：红旗越剧团
解散了，所有人都必须自谋出路。因
为北方没有别的越剧团，摆在黄胜
面前的是两条出路：一是和那些业
务条件好的姐妹一样，回到江浙一
带加盟别的越剧团，继续在舞台灯
光下，演绎那柔声百转催人泪下的
爱情悲喜剧，成为越剧迷的心中偶
像，但这样就要放弃蔡振华，因为他
的事业不可能离开北京；另一个选
择是留在北京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那样的话就只能中止自己的演艺生涯。这可
真是痛苦而又艰难的抉择！最后黄胜选择了
放弃事业，留在心爱的人身边。

消息一传出，越剧团内哗然。有不少领
导、同事都劝黄胜慎重：为了一个连北京户口
都没有的运动员放弃事业得冒多大的风险
啊！但黄胜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北京。她改行去
了冶金所资料室工作。这种割舍是伤筋动骨
的，有一段时间她不看戏，不看电影，不见演
艺界的朋友……黄胜的痴情令蔡振华深受感
动，他暗暗发誓要一辈子爱黄胜，两人要白头
偕老，要幸福一生。

%"&$年 *月 %$日，蔡振华与黄胜在家
乡太湖畔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蔡振华被
公派到意大利任国家队教练。半年后黄胜也
来到罗马。

转眼三年多过去了。三年里，蔡氏夫妇
逐渐适应并习惯了国外的新生活。蔡振华凭
他那种高度的责任心和顽强的意志，猛攻意
大利语，从一个单词不会说到能自如地用意
大利语指导队员训练和进行社会交往。由于
意大利乒乓球队是俱乐部性质，蔡振华除了

部分时间在罗马指导队员训练外，也常到其
他地方指导队员。意大利队在他的带领下，成
绩获得大幅度提升，由名不见经传成为欧洲
第七名的强队。蔡振华因此也声名鹊起。合同
将到期时，不少国家都希望蔡振华能到他们
国家教球或打球，每年薪酬能达到 -万美元
（尚不包括出场费和奖金）。这个数目，有人算
过，相当于中国教练当时三十年薪水的总和。

此外，俱乐部还提供公寓居住。
在罗马蔡氏夫妇的公寓是 &(多平方
米，经黄胜用心布置，不仅舒适而且
还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氛围，连许多意
大利朋友都赞不绝口。

更令黄胜满足的是，到了意大利
后蔡振华工作游刃有余，成了时间的
富翁，不仅每周日能按时休息，而且
平时也不用加班加点，因而夫妻俩可
以一起浏览名胜、拍照、去商场购物，
在铺着大理石的 -(平方米的客厅里
欣赏意大利歌剧，看彩色电视转播的
体育比赛……黄胜周末有时给丈夫
做一顿家乡饭，犒劳一下，丈夫就倚
着厨房门框和她聊天。二十年后，谈

到这段生活，黄胜都掩饰不住自己的幸福感：
“在意大利的那三年，是我们夫妻俩度过的最
惬意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谁乐意放弃？谁愿意去改

变？人们去辛苦、去打拼、去赚钱，最终还不是
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关于回国当教练的事情，蔡振华没有立

刻就向妻子亮底牌，他不想让妻子不愉快。她
怀孕已经七个月了，不应当受到刺激。心情不
愉快或者情绪激动都不利于胎儿的健康。他
们结婚近四年，从没有吵过架。他不想因这件
事给夫妻俩和谐的感情带来不悦。
蔡振华采取抽丝剥茧的方式逐步向妻子

渗透他的想法。他柔声细语地向妻子讲许绍
发在回国时曾同他讨论去留的利弊：留在海
外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个人收入肯定比在国内
高，但是幸福指数是否比国内高呢？你在海外
打球、教球实质上都是外国人用钱来购买你
的技术，而在国内工作，是代表国家，特别是
站在领奖台上，那时的自豪感是多少金钱都
难以买到的……中国人最懂辩证法，有得必
有失，有失必有得。这就看你要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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