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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泰生

由河南鄧州台灣村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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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十六世紀中期，台

灣有陳氏祖傳和陳氏高山族

家譜顯示，臺灣嘉義縣阿里

山茲歐部落中，一個叫依那

思羅的 15 歲年輕人，在鄭

成功及部將黃廷收復臺灣時

被征從軍，被黃廷將軍收為

馬夫。後依那思羅跟隨黃廷

到河南鄧州屯墾定居，娶當

地一位岑氏女子成親，以妻

姓諧音改名陳年，生育 4 子。

又十數年，依那思羅跟隨黃

廷再次征服臺灣，把次子、

四子帶回臺灣嘉義縣阿里山

番社。十七世紀初依那思羅卒後，葬於下營村廟溝河畔，後

其 4 子失去聯繫。

我覺得這個起始是一個重要分水嶺，一個原住民（少

數民族）來回臺灣、河南，娶妻生子，血脈相傳，非常自然

正常，都是堂堂中華兒女。依那思羅距今，陳氏高山族在鄧

州發展已有 335 年歷史。所留下的遺物甚多。（如陳氏家譜、

依那思羅的墓、碑，黃廷將軍的頭盔、畫像及石碑等）。所

有證據都說海峽兩岸關係是密不可分，連阿美族、鄒族等都

與大陸發生緊密關係，大量漢民族更不用說啦。臺灣、大陸

兩岸根本是一家人，都是中國人嘛。

我在網上還知道從 2002 年起，鄧州為紀念始祖依那思

羅誕辰 356 年，將依那思羅夫婦之墓重修，重新刻制墓碑，

在村口新建了一座牌坊門樓，上嵌「台灣村」，這是我最感

到興奮跟驚喜的地方。至於「台灣村」的種種景況，有興趣

的人，自可上網查到，我在此就不重複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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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真正讓我感觸到的是 一位叫吳天璽的女士，是鄭

州市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豫臺有約網創辦人，是一位出生

在臺灣、留學在日本、創業在鄭州的河南姑娘。她就是多次

探訪鄧州「台灣村」，後來又心甘情願地自費赴臺幫助兩岸

高山族後裔尋親搭橋的親歷者。經她多年努力不懈、認真考

察出依那思羅的故事 '。 吳天璽想，“台灣村”陳年後裔如

今已繁衍了 200 多口人，送回臺灣阿里山上兩兄弟，正常情

況下也應基本相當。她發願要把這段史實查個明白。慢慢地

吳天璽代表大陸高山族後裔來臺尋親的消息，在阿里山上傳

開去。一個叫陳秀鳳的女士打來電話說，她可能就是吳天璽

要找的鄒族陳氏族人。

阿里山鄒族、阿美族等被歷史、戰亂、命運隔斷了 360

多年的民族親情，終於再次相連了 !  河南鄧州的「正港」

臺灣人也是實實在在的中國人。這齣動人血濃於水的民族大

團結的傳奇故事，怎不讓我喜中帶淚呢？

在我看到《大陸尋奇》的女主持人，訪問四位代表鄧

州台灣村的男士們，我被他操著河南腔、穿著他們族人傳統

服裝，說出簡短明白、鏗鏘有力、真情流露的話時，我真的

感動得流下淚來。（別笑我的脆弱）

由河南鄧州台灣村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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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說：「我祖先是阿美族，我當然也是阿美族人，

但我也是中國人，我為這些驕傲。」

第二個說：「我是來河南第十三代鄒族後代，我很想

回臺灣看看，但我很愛河南，更愛祖國中國。」

第三個說：「當我知道我是第十三代某族（抱歉忘其

族名），真的滿驚奇的，但我知道越多，也就越感到驕傲，

我要我的後代，永遠不要忘祖，更要為是中國人而驕傲。」

最後一位說：「我的祖先是某族（抱歉忘其族名），

我聽說有些臺灣人不認為是中國人，真是奇怪，人是不能忘

本的呀！」

這四個不同的少數民族（臺灣稱原住民），就像一般

平凡人一樣，說話不誇張，不擅於言談，但真摯誠懇，我被

他們短短幾分鐘的訪問感動。

我時常想，為何在臺灣有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呢？

他們否認自己的祖先，視自己的族人為仇人，實在令人痛心

疾首，無法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