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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父親的命是大陸同胞救回來的
七旬台胞福州突發疾病命懸一線 福建多方聯動緊急救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何德花 福州報道）台灣屏東七旬台胞吳鼎立近

日赴大陸尋根謁祖途中突發疾病，福建省社會各界多方聯動緊急救助。3月27

日，經過福建醫療機構救治，病情轉危為安的吳鼎立，在兒子的陪伴下，經由廈

金「小三通」客運航線「金瑞龍」客輪返回金門。吳鼎立的兒子吳洆恮臨行前再

次向福建社會各界表示誠摯的謝意：「大陸很有人情味，是大家的滴水之情，讓

愛心匯聚成河。認識你們就是遇上親人，我父親的這條命是大陸同胞救回來

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國年輕人正在湧入
一款中國社交媒體尋求幫助，說的不是TikTok，而是
被外國人直譯為「Xiaohongshu」的中國應用平台「小
紅書」。作為一款分享日常生活，提供消費、旅遊等
方面建議的社交媒體，小紅書的用戶群體一直在中國
國內，外國人使用起來還要藉助翻譯，並不方便。那
麼，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外國人絡繹而來呢？
Aociva 是一位來自印度的小紅書網友。她告訴記
者，自己就是在網上偶然發現有人介紹可以在小紅書
上請中國網友提建議，所以就想試試。
Aociva的「聽勸」帖文中說自己今年19歲，來自一

個嚴格的家庭，不能穿裙子和短衣服，不能化濃妝，
希望簡約化妝和不暴露的衣服的建議。
帖子下面，有人建議她嘗試 Bob Hair（妹妹髮
型），有人建議她把頭髮拉直、採用裸色口紅，還有
人貼心地給她貼出了適合的衞衣樣式。Aociva也「從
善如流」地很快貼出了自己新下單的服裝截圖。

得到的建議「真實有用」
吸引外國網友的，最重要的就是「聽勸」行動的實

用性。
海外不少青少年對自己的外貌、打扮不那麼自信，
他們希望得到建議提升自己的形象，但在以美國Face-
book、Instagram為主的社交網站上，他們要麼得到的
是「你不管什麼樣都是很美的」這樣「政治正確」但
實用性不強的鼓勵，要麼就是一些惡毒的人身攻擊。
不過，在小紅書上，很多人是在認真、直率地給出

建議，甚至會幫提問者PS圖片給出穿搭的示範。從提
問的外國網友第二天、第三天發出的新帖中，人們可
以看出他們「聽勸」作出髮型、穿着改變後，越來越
「有型」了。
這下外國網友可算是發現了一個「寶藏」，一傳

十，十傳百，來到小紅書發照片的外國人越來越多。
這些網友的 IP包括美國、加拿大、西班牙、羅馬尼
亞、意大利、日本等國家，分布十分廣泛。
有分析認為，這些網友之所以能在中國的小紅書上
得到「真實有用」的建議，一是中國的互聯網有着比
較嚴格的管理，對「謾罵、人身攻擊」等帖子限制更
嚴；其次，中國也不像一些國家那樣，在「政治正
確」方面走得那麼遠，網友比較敢於說出自己的想
法；最後，中國人通常對外國人熱情友好，可能也是
一個因素。

小紅書等應用體現中國「軟實力」
事實上，這並不是第一次源於中國的應用平台影響

海外年輕人的時尚潮流，小紅書的「前輩」TikTok走
得更遠。
2021年，TikTok平台上掀起了一股「閱讀紙質書」
的風潮，各國網友在上面以短視頻點評、推薦書籍，
並錄下自己讀書時的情緒反應，很多人甚至會「邊讀
邊扮演書中的邪惡女」，展示了「奧斯卡級別的演
技」。
這類名為Booktok的「讀書及時反應」短視頻，在
TikTok上的話題瀏覽量已經高達1,963億次，甚至引發
了北美出版界的現象級繁榮。2021年，美國共售出
98.25億本印刷書，為2004年來最多的一年，不少書店
甚至開闢了 Booktok 的專區，展示TikTok 上的爆款
書。
有分析指出，正如好萊塢大片、日本漫畫、法國大
餐成為這些國家的「名片」一樣，隨着中國經濟的崛
起，TikTok、小紅書等互聯網應用和創新理念、IP
（知識產權）也正在「組團出海」，對海外民眾產生
越來越大的影響，成為中國國家「軟實力」的一部
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黃帝故里拜祖大
典組委會3月30日在
北京舉行新聞發布
會，宣布甲辰年黃帝
故里拜祖大典將於4
月11日（農曆三月初
三）在黃帝故里—
中國河南鄭州新鄭市
舉辦。大典主題為
「同根同祖同源，和
平和睦和諧」，包括盛世禮炮、敬獻
花籃、淨手上香、共拜始祖、恭讀拜
文、高唱頌歌、樂舞敬拜、祈福中
華、天地人和九項儀程。此外，大典
將繼續同期舉辦網上拜祖和境外拜
祖，線上與線下結合、現場拜祖與境
外「同拜」互動。

大典現場嘉賓規模約5000人
據大典組委會常務副主任，鄭州市
政協黨組書記、主席杜新軍介紹，甲
辰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將按照「一
典、一會、一壇、一周」模式舉辦大
典及相關活動。「一典」就是黃帝故
里拜祖大典；「一會」是全球豫商大
會；「一壇」是黃帝文化論壇；「一
周」是舉辦「黃帝文化活動周」。大
典現場嘉賓規模約5,000人，比去年增
加約一倍。中國國民黨前副主席郝龍
斌將應邀參加甲辰年拜祖大典，共同
傳承弘揚尋根追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同期舉辦網上拜祖和境外拜祖
據介紹，為切合甲辰龍年主題，今

年大典在禮制、音樂、服裝、舞美等
方面增加龍的元素。正式儀程開始
前，增加了黃帝像啟幕環節。在「祈
福中華」儀程中，將有身長75米「巨

龍」從軒轅丘乘風而起，獻禮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
另外，大典將繼續同期舉辦網上拜
祖和境外拜祖，線上與線下結合、現
場拜祖與境外「同拜」互動。今年適
逢甲辰龍年，全球華人網上拜祖平台
融入「中國龍」元素，結合AI、VR、
AR等新技術，突出情境化、沉浸式和
視頻化、交互式，並增加海外拜祖、
「潮」拜祖、「黃帝百科」等板塊。
同時，設置眾多快捷簡便的形式和入
口，「雲拜祖」小程序普通版貼近年
輕人的互動習慣，關愛版更適合老年
人的閱讀和體驗。升級後的5.0版本
「雲拜祖」平台將於4月 2日上線運
行。
另據介紹，目前，境外拜祖活動正
在陸續舉辦。據悉，今年會在中國粵
港澳大灣區（香港）、台灣地區和美
國、澳洲、英國等地舉辦的「同拜黃
帝」活動，繼續由港澳台同胞和海外
華僑華人自發組織。
據悉，甲辰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由
河南省人民政府、政協河南省委員
會、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中華全
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中華全國台灣同
胞聯誼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聯合
主辦，鄭州市人民政府、政協鄭州市
委員會承辦，新鄭市人民政府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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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網友愛上小紅書
貼文徵集中國網友生活建議

吳鼎立的兒子吳洆恮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介紹，父親吳鼎立祖籍廣西。3月 5

日，父親隻身一人從台灣來到福建福州，
打算遊玩幾天再回廣西參加祭祖活動。3月
13日，在福州馬尾遊玩期間，吳鼎立突發
疾病，昏倒在地，周邊民眾連忙撥打120，
把他緊急送進附近的馬尾區總醫院急救
室。
經院方檢查，吳鼎立是突發心力衰竭，且
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等基礎疾病，命懸一
線。馬尾區台港澳辦了解情況後，緊急聯繫
相關醫院，將吳鼎立轉入福建省醫科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ICU救治。收到父親突發疾病、
病情危重的消息，吳洆恮在福建省台辦和福
州市台辦的協助下，18日連夜從高雄趕到福
州，通過落地簽臨時入境。

微信群第一時間開啟愛的通道
吳洆恮坦言，這次他自己一個人過來照顧
生病的父親，所帶的現金不多，大部分都是
先和親友借的。由於父親在ICU搶救且沒有
大陸醫保，每天的治療費用數額比較大，
這讓他很是為難。吳鼎立的遭遇牽動着很多
人的心，得知吳洆恮的難處後，福州當地很
多部門迅速伸出援手，出錢出力出主意。迅
速接力的福州市台江區委台港澳辦主任陳少
聰幫助聯繫了大陸「水滴籌」公益平台的相
關指導人員，為在ICU救治的吳鼎立發起了
眾籌，減輕費用負擔。
考慮到吳洆恮是第一次來大陸，沒有台胞

證、手機卡、銀行卡等證件，在醫院結算等
都會遇到相關問題。陳少聰第一時間聯動福
建省公安廳、福州市公安局等相關部門組建
「愛的通道」微信聯動救助小群，幫助吳洆
恮辦理台胞證等相關卡證，方便他辦事及出
行。3月 25日，吳洆恮便拿到了台胞證。
「福州這邊上上下下真的很關照我們，效率
很高，在大陸被溫暖到了。」
在兩岸同胞的關心和幫助下，借助「水滴

籌」，吳洆恮很快就籌集到2.8萬元人民幣
善款，解決了父親醫療住院費用等燃眉之
急。吳洆恮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福建省醫
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ICU主任林曉及團隊的
醫生們非常細心照顧和治療，讓父親很安
心，病情馬上趨於穩定。「我真的很感恩，
感恩這邊醫生專業診治和精心護理。」吳洆
恮說。
福建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

副主任醫師廖秀玉也說，吳洆恮十分信任醫
生，有問題雙方及時溝通。經醫院治療小組
評估，吳鼎立身體各項指標符合轉運回台的
條件，鑒於兩岸醫保存在差異，後續醫院會
將吳鼎立的疾病證明、檢驗結果、病情治療
情況以及台胞健保報銷所需材料準備完善，
全部交接給吳洆恮，以便吳老先生返台後得
到很好的治療。

台胞遇到危難 理應出手相助
3月27日，福建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派救護車、醫療隊護送吳鼎立至廈門五通碼
頭。福建省台辦和福州市台辦提前溝通廈門
和金門相關部門及口岸辦，為吳鼎立父子返
台銜接好全程每一個環節。
回顧整個救助過程，福州市台江區委台港
澳辦主任陳少聰說：「雖然那段時間經常不
分晝夜地忙，但想到吳先生能夠平安順利回
家，我們也特別高興。兩岸血濃於水，台灣
同胞遇到危難，我們理應出手相助，這是
『兩岸一家親』的最好見證。」

大陸同胞非常有人情味
離別之際，吳洆恮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他表示：「這份愛我會一直記在心裏。大陸
同胞非常有人情味，我有太多需要感謝的人
了。等我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再來大陸走一
走看一看。」吳洆恮甚至在電話裏念出了一
長串需要感謝的人的名單，希望香港文匯報
記者能幫他記下來，告訴讀者。

得知吳鼎立的遭遇後，福建師範大學

台籍教授徐老師將自己與吳先生的聊天

紀錄發到了一個研究台灣史的微信群組

裏。緊隨其後，徐老師寫下這樣一段

話：「這是我朋友的父親，從台灣來大陸祭祖，突發

重疾住進 ICU，在大陸沒有醫保，請幫助他渡過難

關，或是幫忙轉發，謝謝！」

聊天紀錄寫着：「感恩生命中遇到的好心人幫

助！病魔雖無情，人間有大愛！大家好！我的父親不

幸突發重病，目前正在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ICU 重症監護室搶救，高昂的費用讓我們家陷入困

境，懇請各位親朋好友幫我證實和轉發一下朋友圈第

一條的求助鏈接！等我父親渡過此難，我往後餘生定

盡力回饋社會，你們的恩情我一定銘記於心！」文

末，連發了三個雙手合十致謝的表情。

「已捐。祝吳老先生早日康復！」「已捐。希望吳

老先生順利回台，早日康復！」訊息在百人的微信群

裏迅速發酵。也有人把訊息轉到了其他群裏，大家慷

慨解囊，籌集的款項也在累積中。特別是自從得到了

福建省台辦、福州市台江區台港澳辦、福州市馬尾區

台港澳辦的幫助後，吳鼎立一切都向好的方面轉化。

為了與病魔爭奪時間，兩岸同胞紛紛獻出愛心。兩

岸同胞血濃於水，危難之中見真情，在福州的幾天讓

吳洆恮感動得熱淚盈眶。吳洆恮說，這一趟大陸之行

真的好溫暖，真切感受到手足心連心。「政府非常關

心我們，醫院救治很及時，民間人士也特別熱心地幫

助我們，我們心裏滿滿的感動、滿滿的溫暖，非常感

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何德花 福州報道

特稿

收穫愛心捐款 台胞直言「好溫暖」

◆3月26日上午，福建省委台辦鍾志剛副主任帶領省
台胞協調中心一行看望慰問台胞吳鼎立及其家屬，並
送上慰問金。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經醫院積極治療，吳鼎立病情好轉穩定。吳洆恮對大陸各級、各部門在醫療救治、救助方面給予的幫助表示感謝。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黃帝故里拜祖大典組委會3月30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