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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
芳心许“台男”

1992年，刚刚从杭州商学
院（现浙江工商大学）毕业的海
南姑娘詹夏莉，背井离乡到上
海从事建材贸易工作。在那
里，她因工作结识了台湾籍设
计师许正章。

“她到处开车送瓷砖的样
子，我到现在还记得。”许正章
笑言，自己一下子就被詹夏莉
吸引住了，“她勤奋又争气，这
是大陆女孩尤其是海南女孩身
上独有的气质。”詹夏莉也很快
察觉出了许正章身上的“不
同”：“他博学又儒雅，在浮躁的
社会里显得格外突出。”

许正章、詹夏莉是因工作
交集走到一起，而另一位海南
姑娘谢泳春和丈夫翁荣隆的相
识则更具故事性——2003年，
翁荣隆到大陆出差。工作之
余，他用朋友的账号登录了网
络聊天室，和当时在深圳开办
雕塑公司的谢泳春相谈甚欢。
没想到，谢泳春对这个调侃自
己“来大陆卖地瓜”的台湾青年
也印象深刻，一来二去，一根网
线竟牵出了一段姻缘。

詹夏莉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据统计，当前结为夫妻并受
两地法律认可的两岸婚姻家庭
约有近40万个，有趣的是，像
她和谢泳春夫妇一样“陆女配
台男”的占比达到90%以上。

“我想这跟大陆近年来的
开放有关。越来越多台湾男生
在大陆投资兴业的同时，也把
家安在了这里。”但她研究发
现，随着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日
益密切，大陆男性也开始将视
野投向台湾，台湾女性也开始
向往到大陆工作，近些年两岸
婚姻家庭中“台女配陆男”的比
例已经开始出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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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琼台两地没有较大的文
化差异，但任何一对夫妻相处都需
要磨合。

比如，詹夏莉的家人最初对
自称“嫁到大陆的上门女婿”许正
章有些偏见：“大陆好青年那么
多，你为什么偏要找一个台湾
人？”而关了公司随丈夫回台湾生
活的谢泳春更能感觉到，台湾部
分民众还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大
陆新娘”：“他们缺乏对大陆的认
知，认为大陆还是落后封闭的样
子，‘大陆新娘’的文化水平和综
合素质普遍不高，在家里好好做
个家庭主妇就好。”

偏见会随着时间瓦解，感情更
是会随之慢慢升温。

詹夏莉母亲病重时，许正章不
惜放弃在上海打拼多年得到的稳
定工作和可观收入，陪妻子举家返
乡陪伴岳母：“做这个决定很艰难，
但我们没有过多犹豫。工作可以
再找，但妈妈只有一个。”

如今，在许正章的支持下，詹

夏莉创办了海南唯爱实业有限公
司和海南台莉早餐服务有限公
司，事业版图在不断扩大，发展路
径也渐渐清晰——从“爱情烘培
坊”到“爱情烘焙餐厅”，再到“爱
情厨房”移动便民餐车……夫妻
俩“以爱为名”的餐饮文化正慢慢
被消费者认可。

而嫁到台湾的谢泳春也赢得
了丈夫的爱和尊重。婚后，翁荣隆
发现谢泳春并不喜欢“家庭主妇”
这个单一的身份，他便一边找机会
带她四处旅行、结交朋友，一边鼓
励她读书深造、培养爱好。正是有
了丈夫的助力，原本就热爱艺术创
作的谢泳春与插花艺术结了缘，从
此打开了艺术世界的又一扇大门。

“当我提出想回海南推广插花
艺术时，我先生也没有反对意见，
并计划着将事业重心向大陆特别
是海南转移。”谢泳春评价丈夫时，
用一个“好”字作了朴素的概括，

“他说，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舞
台，这样人生才会有意义。”

在这段婚姻中，詹夏莉和谢
泳春不仅找到了值得托付的另一
半，更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更多
可能，也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

2018年春节刚过，海口的三
大港口就因一场罕见的大雾出现
了连续间断性停航。上万辆车在
港口滞留，数万名旅客无法渡海
归家。得知消息后，詹夏莉和丈
夫当即决定召回休假中的员工，
开出“爱情厨房”移动便民餐车，
为滞留旅客送上了 2000份热腾
腾的快餐。因为这一善举，他们
的“夫妻店”被海口市政府授予

“热心企业”荣誉称号。
许正章也在海南打开了新的

局面。借助近年海口大力发展夜
间经济的“东风”，他发挥专业特
长、利用丰富经验，参与设计、改造
了金盘夜市、琼台福地美食街、海
大南门夜市等8个夜市，将台湾夜
市的建设理念和独特文化融入其
中，广受好评。

前不久，詹夏莉还作为全国民
政部选派的陆配代表，赴京参加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阅兵观礼盛典和联欢活动。

谢泳春在海南创办的海南杜
杜鸟花道美学馆则致力于花道推

广、培训和琼台文创交流。截至目
前，该美学馆已系统培训专业学员
113人，组织短期培训75期，覆盖
学院讲座的听众2300余人次。值
得一提的是，这113名专业学员
中，有55人是残障人士。谢泳春
希望他们能通过学习花艺获得谋
生技能，改变自身命运。

采访中，两个家庭都非常认
同，两岸婚姻不仅联系着两岸血脉
亲情，更深化了“两岸一家亲”理念
的内涵，是两岸之间最为天然、亲
密的纽带。

当前，海南正在加快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需要聚四方之才。为了与台湾
同胞分享这一发展机遇，让台湾同
胞在海南投资、创业、就业、学习和
生活有更多的获得感，海南制定出
台了30条惠台措施，让台湾同胞
特别是许正章、翁荣隆等“台配新
郎”深受感召。

“我们这些在海南定居的台湾
人，正在为吸引更多同乡来琼投资
兴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许正
章透露，在琼台商正在集资筹备开
设海口的“台湾宝岛夜市集”，未来
还将在其他市县推广，为来琼台商
打造一个聚会的大本营、创业就业
的平台。

阳光明媚，瓜果琳琅，槟榔花的香气四下弥漫。走在台湾街

头，海南游客常会产生仍在家乡的错觉。

以闽南方言轻声交谈的台湾女孩，用轻柔拉长的尾音显出一

丝娇嗲，时不时蹦出的几个单词，和海南方言的发音一模一样。

海南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风

俗习惯都十分相似。近年来，两地在农业、旅游、文化、科

技、教育等领域合作成效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两

地青年相识相知的机会也大大增加。

有来有往情必深，一颗颗年轻的心渐

渐走到了一起，一段段美满姻缘跨

越海峡，成就了佳话。

相守：感情在磨合中升温

相惜：借你的力做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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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夏莉全家福

谢泳春传授插花艺术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