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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基地启动
编者的话编者的话：：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于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于 20112011 年年主办的海峡两岸主办的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建设活动，，今年今年初起实施海峡两岸初起实施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基地的选址和筹备工作首批建设基地的选址和筹备工作，，启动仪式将于近日启动仪式将于近日

举行举行。“。“中华亲情林中华亲情林””是以中华亲情文化资源为纽带是以中华亲情文化资源为纽带，，以中华优质长寿树木资源为载体以中华优质长寿树木资源为载体，，在在““种养长寿树木种养长寿树木””的同时的同时““存置存置血缘家谱血缘家谱””的重大创新性项目的重大创新性项目，，它把人文建设与生态建设有它把人文建设与生态建设有

机结机结合合，，用生态方式传承人文精神用生态方式传承人文精神，，又将人文感情注入生态建设又将人文感情注入生态建设，，将会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将会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产生积极的影响产生积极的影响。。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文件精神，以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为大陆

主办单位的“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正

在深入推进中，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

首批建设基地启动仪式即将举行。

“中华亲情林”的理念和内容

“中华亲情林”是由台湾同胞创意、

海峡两岸共同发起、全球华人广泛参与

的旨在加强海内外华人骨肉联系的重大

文化项目。“中华亲情林”由“中华亲情

树”组成。“中华亲情树”是指在种植每一

棵树时，要附上海内外华人种植者的家

族史（家谱）或其代表的单位机构发展史

或其所尊崇和纪念的人士、机构的事迹

和史迹，以情寓树，以树喻人。“中华亲情

树”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中华亲情林”，体

现了海内外华人根脉相连、血脉相通的同

胞之情，成为海内外华人纪念和弘扬中华

亲情文化、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胜

地。同时，在“中华亲情林”建设场地中，

应有“中华亲情馆”，存放种树人提供的详

细事迹和史迹的文档和文物，并有相应

的中华亲情文化景观和标志物。

“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的缘由

“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是由《中华

故土地图》推广活动转化和发展而来。

《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是 2000

年底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与台湾中华

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牵头主办，得到海

峡两岸重要领导人支持的重大文化交

流活动。其主要内容是，在包括港澳台

在内的我国 34 个区域内的名胜古迹处

采集原质土壤，送到北京，经特殊处理

后分别注入特型中华版图的各区域框

架内，成为大型文化标志——《中华故

土地图》。该活动发起后，台湾中华文

化艺术基金会于 2001 年 1 月 1 日在台湾

阿里山采集原质土壤，于 2001 年农历二

月二，送到北京，在长城脚下举行了两

岸汇土仪式。2003 年央视春晚，用艺术

形式展示了《中华故土地图》取土活动；

2003 年春节，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在北京

中华世纪坛建立了第一块大型《中华故

土地图》文化标志。从 2001 年举行《中

华故土地图》两岸汇土活动后，海峡两岸

主办单位和各界人士每年都会用各种形

式纪念《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的发起

和主要事件。2006 年，经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批准，海峡两岸共同举行了《中

华故土地图》推广5周年纪念活动。

2011 年，适值《中华故土地图》推广

活动举办 10 周年，海峡两岸主办单位和

各界人士本着发展《中华故土地图》成

果的目标，确定将《中华故土地图》推广

活动发展为“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

“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一经发起，台湾

先后有 60 多个政党和社团的代表联合

发表宣言和声明表示支持，台湾许多重

要人士予以题词。

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
首批建设基地的启动

为顺利推进“中华亲情林”建设活

动，2013 年，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

批建设基地的筹备工作全面开展。海

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基地的

选址根据两个自愿条件、两个资源条件

和六个结合条件开展。

两个自愿条件，是指当地政府和企

业自愿参加这项工作：政府给予重视并

加强领导，企业主动成为项目主体并积

极推进。

两个资源条件，一是指同文同宗文

化资源。同文，是指当地能够感召两岸

同胞认同的精神文化主题，如先祖先贤

文化、重大经典文化和习俗文化、重大

名胜景观文化等；同宗，是指当地能够

推动两岸血脉相通和亲情交流的家谱

资料及已有与台湾同胞或海外华人发

生关联的当地宗亲、乡亲关系及同学、

同事、朋友等其他方面关系。二是指优

质长寿林木资源。台湾同胞送家谱附

在其栽种或认领的亲情树旁，需要以当

地的优质长寿林木为基本载体。

六个结合条件，是指“中华亲情林”

的建设绝对不能搞形式主义、搞政绩工

程，不能搞花架子、一窝蜂，必须与当地

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与当地弘扬中

华优秀道德文化的工作结合，与当地的

文化建设和林业建设结合，与当地的生

态环保事业结合，与当地的国土整治修

复、水利建设结合，与当地的养老事业

和殡葬制度改革结合。总之，要使“中

华亲情林”建设活动与当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生问题紧密结合。

目前，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区市、80

多个市县的政府和企业提交了建设海

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基地的申报。

今年 12 月初，台湾同胞将送来成百

上千本家谱，参与对海峡两岸“中华亲

情林”首批建设基地的调研工作，海峡

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基地启动

仪式也将正式举行。这标志着海峡两

岸“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将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

时光荏苒，岁月飞逝。2001年，华夏文化纽

带工程与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实施《中

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原名《华夏故土地图》推

广活动）的景象历历在目，转眼已过去了10年，

我也因病现在只能靠轮椅行走。但我认为，双方

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信念和意志绝不会被岁月

消磨，相反会愈挫愈坚、愈战愈勇。知悉以栽种

中华亲情林方式纪念《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

举办10周年已获批准，我代表当年投身此项活

动、并且年年纪念此项活动开展的台湾同胞说声

感谢！

建郎若身心精力许可，愿亲自前往大陆参

加活动；如病体有碍，则愿为此项活动向当年

参加并年年纪念《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的

朋友传达此项重大信息，使更多民众委托我们

参加活动的代表团届时栽下更多的亲情树，与

大陆同胞栽下的亲情树一起，汇成“中华亲情

林”，寓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心相连。

“中华亲情林”建设，既注重天人合一的生

态建设，又注重人际交往的心灵建设，实乃有

深刻中华文化内涵的事宜。建郎愿率台湾中

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并联系相关政党和团体与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签下共同长期建设中华亲

情园，即长期栽种中华亲情树的园地的重大协

议。君子一言，终生遵循。

身虽病却心向往之，建郎期待中华亲情林

建设活动成功举办，这也是把中华文化的精神

流传到后代。

（蔡建郎系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

长，是《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和“中华亲情

林”建设活动台湾方面的重要发起人。本文根

据他给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委会常务副主任

李勇锋的信节选而成，标题是编者所加）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浩浩苍穹，

渺渺寰宇。

故土人情，扎根千世。为我炎黄，

振兴中华。

养天地之正气，复大地之瑰丽。

育山林之水秀，拢百川之归一。

人，生于斯土，归于斯土。土育人

身，木养人气。木藏人魂，火蕴人神。

木护土，木生火。安魂定魄，气运

流转，五行通透，方为真人。

忆，吾中华之千千万万子民，开枝

散叶世界各地，迁衍流转百世传承。

藉由此次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织

委员会所发起之全国性“中华亲情林”

养护活动，发出深层 DNA 的呼唤，得

以再次聚拢海内外华人的团结一条

心，联结海峡两岸同胞之深切情谊。

一则重新审视自清末鸦片战争后

近 200年以来的中华文化之分崩离析，

以符合时代需求的方式，重新将传统

文化复古与更新，重新让全球华人团

结一心，正视自己的根、正视自己内在

生命传承的美好，并再创我巍巍中华

雍容大度之盛世风华！

二则结合环境需求，非常务实地

进行森林重育计划。养护大地，复育

森林，一直是我辈当下刻不容缓必须

进行之首要使命。呵护地球，已经不

能用环保的口号来进行，而是必须回

报感念大地之母的养育之恩，并藉此

来让我们人类能够更加成熟与前瞻地

安住在这美丽的地球上。

因此，本宣言祈愿，此次由华夏文

化纽带工程组织委员会所发起之全国

性“中华亲情林”养护活动，能创造出

天地人三赢的局势，能担负起不只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是“百年育人、

百年育林”之百年大愿，让我中华故

土，不只是地球的“胃”，也成为地球的

“肺”。并藉由此一巍巍功德之基业，

再造我炎黄子孙千年之不朽传奇！

此宣言，获得台湾各界有关人士

之高度赞赏与认同，期许藉此整合台

湾产官学界之共识，大力支持此“中华

亲情林”养护活动。并愿对将来两岸之

文化串联与交流，肩负起一定的使命。

林元启 徐文保 林沧敏 吴育升

林郁方 张嘉郡 张庆忠

种养长寿树木 存置血缘家谱
——“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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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筹备过程中，台湾同胞给予了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各

政党和社团代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先后发出宣言和倡导。这里仅发表其中的3个宣言或呼吁倡导书。

秉天地之大道，担人间之公义，承

民众之深愿，台湾同道同仁，共同发起

“海峡两岸共建中华亲情林暨中华故土

地图推广龙年纪念活动”，衷心发布“中

华故土亲情林，华夏纽带千秋心”宣言。

“地”，“土”“也”组成。中华汉字文化

中，将“土”作为组成“地”的基本元素。上

一个龙年，台湾同道同仁与华夏文化纽带

工程组委会共同发起《中华故土地图》推

广活动，秉承“聚沙成塔、汇土成地”之大

道，共同铸造中华大地各区域土壤共同

铸成之特型地图《中华故土地图》，以作

为华夏纽带，体现骨肉同胞之心。“林”，

双木组成，独木不成林，把无数独木的

基本元素组成森林，就具有了抗风沙的

能量。在又一个龙年来临之际，台湾同

道同仁与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共

同把《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发展为

两岸共建“中华亲情林”工程，承担的是

中华民族团结合力之公义和深愿，进一

步作为华夏纽带，体现骨肉同胞之心。

本着对中华文化的这种基本认识，

台湾同道同仁已形成了每年用各种方

式纪念《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的新

兴民俗民风，日后也将进一步致力于

“中华亲情林”建设。我们宣布，共同

发起和主办“海峡两岸共建中华亲情

林暨中华故土地图推广龙年纪念活

动”，并将持续坚持，以体现中华民族

生生不竭的团结合力精神。特呼吁台

湾各界各行各业，也广泛参与和支持

此项活动，展示中华民族儿女维护全

局利益的千秋赤诚之心！

宣言签署人：秦金生、郁慕明、张馥堂、

许荣淑、郭俊次、许历农、黄石城、陈拓环、黄

志成、詹秀蓉、刘会进、吴贞仪、净良、郭山

辉、陈苍兴、黄一钟、夏瀛洲、唐警生、黄史

（本文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 年 3 月 23 日第 3 版发表）

“中华故土亲情林 华夏纽带千秋心”宣言（节选）
——致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

绿 树 丹 心 见 真 情 （ 节 选 ）
——全球华人支持“中华亲情林”建设呼吁倡导书

我们，作为全球华人的重要组织，

本着三皇五帝以来的传统祖训，本着

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而有的良知，

将广泛通过文宣，呼吁倡导各行各业

的全球华人，支持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和

台湾有关机构已经共同发起的“海峡两

岸共建中华亲情林暨《中华故土地图》

推广纪念活动”，因为这是一个沟通、凝

聚全球华人感情、重塑全球华人共有理

想、共同意志的卓越文化平台。而这个

重要文化平台，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从种

一棵树这样的小事做起，来加以建设的

舞台。

绿树是我们人生的楷模。我们每

一个华人，要遵从先祖先贤之教导，像

树一样正直生长，俯不愧地，仰不愧

天。在种植亲情林中领略中华传统文

化的内涵深蕴。中国大陆目前的生态

环保任务最重，我们应从中国大陆开

始中华亲情林的全面种植过程，号召台

港澳的海外华人都到中国大陆种植一

棵防止荒漠化蔓延的亲情树，在种植亲

情树中，贯入我们的人生目标和理想！

绿树成林是全球华人团结凝聚的

象征。我们的先祖都以中国的统一，民

族的凝聚为己任。我们的传统节日，都

以亲朋好友的欢聚一堂为欣慰之举。

我 们 举 行 中 华 亲 情 林 的 种 植 活

动，是要通过这个行为，巩固全球华人

“团结合力，和谐共生”的思想意识，并

转化到行动中去，从小处改变微观结

构中的华人不团结现象；从大处说，要

推 进 全 球 华 人 的 紧 密 团 结 、亲 密 无

间。为此我们呼吁，所有亲情树种植

者，应根据台湾主办方的提议，附加上

种植者（包括机构、企业、家庭、个人

等）的发展谱系，家庭个人尤其应把详

细家族谱系存放于亲情林的电子文档

馆中，以寓意每个华人都同根同源、同

文同宗，寓意每个华人都融于中华民

族的大家庭、大集体、大系统中。通过

这种经典标志性行为，不断促进中华

民族大团结！

深愿全球华人行动起来，开展在

大陆的“中华亲情林”种植行动；深愿

中华亲情林的种植行动促进全球华人

在新的历史时期精诚团结、亲密无间！

呼吁倡导人：何文华 曾超 甘羽

瑄 王 美 津 齐 光 復 梁 宪 一 刘 宗 明

游天龙 陈韵如 张锦辉 张秋莲 李康

雷 曾永有 沈凤云 陈辉逢 司马众志

全国性“中华亲情林”养护活动护持宣言

编者按：“中华亲情林”建设的显著特征和闪光点是，在种植或认领优质长寿树木时，附载

家谱或所要纪念的人士或机构的相关资料，将人文建设融汇于生态建设中，护持中华亲情树，

汇成中华亲情林。台湾同胞将带来大批量的血缘家谱，附载于中华亲情林的建设中。以下仅

发表 2位送家谱到大陆参与“中华亲情林”建设活动的台湾同胞的感言。

“中华亲情林”：血脉相系的脐带
陈怡诚

护持家谱参与“中华亲情林”活

动，对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而言，意

义非凡。随着经济蓬勃发展、民生物

资日趋丰富、以金钱决定一切的价值

观日益盛行，即使街坊邻舍社会地位

经济条件不如己者，亦不屑往来；遑

论其他如族人、宗亲、手足甚至父母

弃之不养者，时有所闻。漠视道德、

亲情沦落至此，令人嘘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

人”，历经数千年依然是全球华人，小

至家庭扩及小区族群，大至国家民族

的最高待人处事原则。但是随着人

们观念思维的逐渐西化，过度个人主

义的滋长，人际关系逐渐淡漠，家庭

亲情疏远，族人、宗亲不识，比比皆

是，令人痛心。

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来，

历经天灾、人祸、兵燹，为求生存一路

由北向南迁徙，以图寻得安身立命之

地，途中遭受种种不可预料的波折，

宗族、家族、亲人分奔四处。有幸者

终有重聚之日，多数人分散天涯，更

甚者流落海外，从此无法团圆相聚，

人生悲剧莫过于此。

重视中华文化的瑰宝——伦理

亲情，建构普植“中华亲情林”思维，

（将家谱附在长寿树旁，与长寿树一

道 ，承 大 地 厚 德 之 基 础 ，吸 苍 天 运

行之灵气，使中华亲情永存），创意

绝 佳 。 这 项“ 华 夏 文 化 纽 带 工 程 ”

活动，务求彰显海内外华人种植者

家族史（家谱）或其代表的单位机构

发展史或尊重和纪念的人或机构的

事迹和史迹，在国内生根繁衍永续

亲情。

今天我们海内外华人应该以感

恩的心，感谢藉由这个机会将每个人

的家族故事深植国内，人的生命有

限，家族血脉生生不息。期待“中华

亲情林”，在故土丰沃的滋润培育下，

繁荣茂盛、世世代代永续相传。

天涯海角 亲情永续
张思骏

凤池张氏福州东岐宗谱开，东岐

张氏始祖为张以宁，宋徳佑岁贡士，

南宋亡，由磕源迁东岐，再往前追溯

始祖为张挥，系黄帝之孙，发明弓赐

姓张。由此可知，张姓渊源深长，子

孙在历代史书记载中屡见不鲜，汉朝

开国元勋之一，与萧何、韩信同为汉

初三杰，封为留侯，谥号文成的张良，

更是名留千古、世人皆知的历史英

杰。身为张姓后裔，引以为荣。

多年来，我个人因工作关系，长

期两岸往返，深感宗族、人脉影响深

远，尤其在有形无形各方面的支助，

是事业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一个人的力量、能力有限，家庭同心

合作，宗族、宗亲倾力相助，发挥的威

力是加乘的效果。但是受现代化社

会的冲击，经济价值观的不对等，亲

人关系日渐疏远，宗族、宗亲互动几

稀？这个现象让我痛心并忧虑不已，

亦曾想过是否可藉亲朋好友的交情，

带动姓氏血脉的结合，重新建立密切

的宗族亲情。可是很遗憾，心有余而

力不逮，构想只残留在脑海，并没有

付诸实施。

今天欣闻海峡两岸“中华亲情

林”活动举办，寄望以亲情力量恢复

伦常，护持中华民族道德。这个活动

发动全国上下力量，结合各姓氏家

族，以“仁者爱人，亲情永存”为目标，

让优良的传统文化精神永续 不 息 。

决心海内外华人同胞看到了，心声

百姓听到了，来自两岸全球的不同

姓氏家族共聚参与此盛会，说明大

家的心愿是一致的，所追求的目标

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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