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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阴

42年前的那个12月，全国
台联第一届理事、台胞刘彩品
带着用大熊猫作为联结彼此情
感寄托物的心愿，向国家相关
部门提出由大陆向台湾赠送大
熊猫。近30年的持续不断推
动，15年前也是在 12月——
2008年12月23日，满载着大陆
同胞深情的“团团”“圆圆”来到
台北木栅动物园。

梦起

1936年我出生在台湾嘉
义，19岁时到日本上大学。
1971年7月28日一家人（日籍
丈夫、我和两个孩子）在大陆有
关单位的安排下，坐着货轮到
了上海。我和丈夫都就职于中
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1981年12月，为参加成立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预
备会，我和20多位常住大陆的
台胞到了北京。我是带着一个
心愿来参加这次会的。当时两
岸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但是在
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涌动，就是
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两岸人
民之间也需要一些联结彼此情
感的寄托物。

就在到北京开会前，我接
到了在台湾的母亲去世的消
息。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3年
前，我与她在日本相聚时（彼时
由于台湾当局没有开放两岸民
间正常往来，两岸亲人团聚只
能选择借道境外——编者加），
曾带她去看中国大陆刚赠送给
日本的一对大熊猫时的情景。
当时的东京上野动物园，每天
有很多人排着长队为的是看上
一眼大熊猫。母亲和我也排了
很长时间的队，才看到大熊
猫。记得看到大熊猫，母亲怔
了良久，说：“deng山来的！”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母亲
说的这句闽南语“deng山”该怎
么写，但我知道deng山指的是
大陆。母亲当时的反应，让我
深切认识到，对她而言，“deng
山”可能是特殊的存在。在她
83年的人生中，虽然有47年生
活在日本殖民时期，但是我能
感受到，“deng山”传统文化一
直驻在她的心里，浸润着她的
日常生活。比如母亲很重视二
十四节气在一个家庭中的仪式
感，在她内心，她笃定地认为，

自己就是“deng山”人。母亲彼
时见到大熊猫的反应，也让我
倍感惋惜，因为两岸政治层面
的人为阻隔，台湾普通民众对
于故乡的思念，只能默默深埋
于心底，只能在异国他乡看到
故乡来的可爱动物，用“deng山
的熊猫”来表达浓浓的乡愁。
此景此情也促成我的心愿：大
陆应该送熊猫到台湾！大熊猫
可以成为联结两岸民间情感的
使者。于是，我带着这个心愿，
来到了北京的中华全国台湾同
胞联谊会成立预备会会场。

开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
主席的邓颖超同志和时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冲同
志几次来到会议驻地看望我
们。彭冲同志时任江苏省委书
记期间，我和他相熟。在一次
会议时，我举手发言说，“彭冲
同志，您在江苏的时候曾说过
请我吃福建米粉，几年过去还
没有吃到。现在，我不要米粉，
我要大熊猫！希望将大熊猫送
到台湾！”

让我没想到的是，几天后，
彭冲副委员长邀请我到他在中
南海的家里吃饭。我们见面的
第一句话，即是他对我说，“请
你吃米粉，也给你大熊猫！”
共商国是平台上的共识

这次见面后，大陆相关部
门一直在为赠台大熊猫事宜与
台方做沟通，我心里很清楚这
是一件不容易实现但很有价值
的事。一件有益于联结两岸民
心相通相连的事，总要有人提
出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正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

时，我的这一提议，在台胞圈和
大陆各界也形成不同的声音。

支持者认为，在彼时实现
这件事，的确有困难，台湾方面
会提出种种理由不予接受。但
在两岸民众心里，也确实需要
一些对双方都有天然亲近认同
度的“使者”作为情感联结。还
有支持者鼓励我说，“你提出来
了，让大家知道送大熊猫给台
湾这个事情，在两岸和海外会
造成一定的舆论，台湾当局自
会慢慢接受这个民意诉求。”

反对者认为，考虑到当时
的两岸关系，正常交流都还没
有恢复，“刘彩品是搞天文的，
一天到晚望着星空，在做梦！”

但在我心里，一直没有放
下这个心愿。在我看来，促成
大熊猫到台一事，就是在“为台
湾同胞代言”。年年开台联理
事会，我就年年向相关方面提
出这个建议。让我欣慰的是，
1986年1月，在全国台联二届
三次理事会上，全体理事一致
通过了我提出的向台湾同胞赠
送一对大熊猫的建议。在这次
会议形成的报告中写道：“熊猫
是我国的国宝，世界著名的珍
稀动物，在我国各省的主要城
市动物园里都有熊猫。作为生
活在大陆的台胞，我们热切地
盼望台湾的乡亲们能够早日和
大陆人民一道欣赏我们共同的
国宝——大熊猫的可爱身姿。”
此后，这一建议又以全国人大
第六届五次会议台湾省代表团
集体建议案的形式，呈交给国
家有关部门，此事也引发当时
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当年4月，负责承办这件
议案的相关部门与我联系，我
作为彼时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
团的代表，到北京动物园与相
关方面商讨此事。北京动物园
从1955年开始饲养大熊猫，并
于1963年成功地进行了繁殖，
他们已经具有人工饲养大熊猫
的丰富经验。大熊猫作为“友
好使者”，当时也已经在美国、
英国、日本、墨西哥等国的动物
园安家落户。

北京动物园收到相关方面
赠送台北大熊猫的提议，从动
物园层面是非常乐意的，对于
大熊猫如何运到台北以及之后
的饲养照料问题，北京动物园
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由
北京动物园组成大熊猫饲养和
兽医专家团队，把这对大熊猫
送到台北，同时给台北动物园
同行做相关培训，另一种方案
是由台北木栅动物园派出团队
到北京动物园学习饲养大熊猫
相关知识，学习结束后再把大
熊猫带回台北。

这之后，北京动物园持续
在为赠台大熊猫做准备工作，
并选定了“陵陵”和“乐乐”两只
大熊猫，准备赠送给台北木栅
动物园。我也受邀去北京动物
园看望了这两只活泼可爱的大
熊猫。海关和动植物检疫部门
也表示会按特例予以配合。

大陆赠送台湾大熊猫一
事，经媒体传播，在当时整个华
人世界也引起波澜，岛内民意
代表闻讯也发声支持此事：自
北京动物园引进大熊猫入台，
能满足台湾民众对“国宝”的渴

望，是件好事！为了让大熊猫
早点来台湾，台湾民间有关人
士也为此辛劳奔走。我还收到
很多台湾民众写给我的信，希
望我再帮帮忙，能够早日让大
熊猫来台……我的一个倡议真
正成为广大台湾民众的一个心
愿，让我十分欣慰。

但令人遗憾的是，台湾当
局彼时却视此举是“大陆统战
台湾”的一种手段，以各种理
由，多次拒绝接受大陆大熊猫
赴台。大熊猫作为一种可爱的
动物却无端被涂上了“政治色
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由
此，大陆赠台大熊猫一事只能
暂时搁置，带给两岸民众特别
是关心和支持此事的民众，无
尽的盼望与等待。

圆梦

时间行至20世纪90年代
初，我应邀到台湾参加一个学
术会议，台湾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李远哲在大会致辞时特别对
全场嘉宾说：“很高兴看到刘彩
品老师在场，但是遗憾没有看
到大熊猫与她一起来……”

他的这番话，让坐在台下
的我十分感动和欣慰，也让我
深信，赠台大熊猫这一符合台
湾民众意愿的事，终有一天，一
定会实现。

转机出现在2008年。此
时，两岸关系春暖花开，赠台大
熊猫一事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2008年12月23日，满载着
大陆同胞深情的“熊猫专机”从
成都飞抵台北，万众瞩目的大
熊猫“团团”“圆圆”终于来到台
北木栅动物园。一个在我心中
驻留了近30年的心愿，有了一
个圆满的结局。

我还记得当年媒体记者采
访我时，我描述的彼时的心情，
“一首本来是我一个人唱的歌，
变成全国人民一起唱，再后来
又成了全世界华人、台籍侨胞
共同唱的歌，而且唱成功了，我
甚欣慰！”

重新回忆这段往事，让我
对台湾的亲人、对祖国统一又
平添了些许期待。希望在我有
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希
望“这首歌”还能如“团团”“圆
圆”来到台北一样，是一首“圆
满的歌”，不要让我等太久。
（口述者刘彩品系台籍科学

工作者，第一届全国台联理事，

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口述：刘彩品 整理：修菁
（摘自《人民政协报》）

回鹘、吐蕃、南诏等边疆少
数民族与中原文化接触过程
中，各阶层饮茶的风习逐渐普
及，越来越依赖中原输入的茶
叶以满足迅速增长的消费需
求，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
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

茶入回鹘：喜大普奔用名

马换茶而归

唐朝北方饮茶风俗的兴
盛，带动了西北边境饮茶风俗
的兴起。据考古发现，新疆的
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绢画
《对棋图》，上面画着一个手捧
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说明茶
叶贸易和饮茶之风尚已深入到
新疆地区。中唐时期，中原的
饮茶风习已经在西北边疆得到
进一步传播。

少数民族地区对丝、绢、茶

等物品有强烈的需求，
中原地区也想获得马
匹，以物易物性质的开
边互市在唐代发展起来。唐德
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有明
确记载，西北边疆的回鹘已经
与唐朝建立茶马互市，封演《封
氏闻见记》说：“往年回鹘入朝，
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
焉。”“亦足怪焉”说明当时人们
对茶马互换这种交易之法，已
经见怪不怪了。从“大驱”一词
中，也可以推见，当时回鹘到内
地一个急切的愿望，就是购得
茶叶、满载而归，一旦完成这个
使命，则有普大喜奔的感受了。

茶入吐蕃：和亲与大量涌

入的内地茶叶和茶具

唐贞观八年（634年）松赞
干布派使入长安，对唐文化进

行观摩，吐蕃大约此时方知有
茶叶。专家认为西藏茶风的形
成主要得益于唐朝的和亲政
策，即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嫁
给松赞干布、景龙四年金城公
主嫁给赞普尺带珠丹等，两位
公主入藏将茶带入高原。

7世纪末到8世纪，中原茶
叶大量传入吐蕃。随着茶叶
的传播，西藏的茶具制造业也
发展起来。《汉藏史集》中便有
记载，都松莽布支听说中原有
叫“碗”的茶具，于是派出使臣
前往中原求碗。唐朝皇帝派
了工匠到西藏，工匠分别原料
的好坏、清浊，制成兴寿等六
种碗。

茶入南诏：早期饮

茶之风的“活化石”

尽管汉文化饮茶
方式不断更新，但由于地域阻
隔以及生活习惯的适用性等原
因，混饮法引入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后，得到了保留，没有随着
中原饮茶文化继续演进。不仅
是唐时的蒙舍，边疆地区到现
在为止一般都不泡清茶，都要
在茶中加入佐料。如蒙古族人
的奶茶、藏族人的酥油茶、土家
人的擂茶等。这是边疆地区
的少数民族茶文化的第一个
特点。

唐代中原文化饮茶的第二
个特点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得到了留存，他们所饮之茶多
为砖茶（紧压茶）。《茶经》记述
“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

者”，饼茶便是紧压茶，如唐代
的蒸青团饼茶和宋代的龙团凤
饼。这种茶经过蒸青、磨碎、压
模成型而后烘干制成，有防潮
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茶味
醇厚、适合减肥等特点，很受边
疆少数民族的欢迎。

当饮茶风俗向边疆塞外的
少数民族聚集区进一步深入传
播，他们对茶叶的需求迅速增
加。但由于边地并不出产茶叶，
这就促使他们汇入唐王朝的茶
叶经济贸易网络之中获得茶。

宋时磊（摘自中国新闻网）

大陆首赠台湾大熊猫背后的故事

2008年12月23日，满载大陆同胞深情的“团团”“圆圆”赴台。（资料照片） 四川省台办供图

唐代茶饮如何走向边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