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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妹子春节在海外：中国年满满“国际范”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江昌法 实习生 何忆柳 杨婷婷

“万水千山，哪怕在地球的顶端也要赶回来（过年）。”这是纪录片《中国新年》
中的一句解说词。纪录片中，从哈尔滨到香港，从通都大邑到偏远小城，春节年
俗各式各样，全世界的观众都跟随镜头体验了一番“全球最大的盛典”。

春节是中国人专属的文化标识。而随着中国文化的自信，这个举家欢庆的节
日也有了更高的国际地位——不久前，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介绍，目前全球已有
近 20 个国家将中国春节定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的形式
庆祝春节。从东方到西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世界各国点亮了“中国红”，春节、
元宵、中秋等节日都在国外营造了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传递了绚烂多彩的中
华文化。

春节和元宵节在海外到底有多受欢迎？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传播过程中与世
界各地的朋友擦出了怎样的新火花？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特别连线了几
位在海外欢度中国年的湖南人，听他们讲述中国年的“国际范”！

2 月 20日，泰国曼谷老城的唐人街依旧张灯结

彩。9 天前，这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

拥有 150 年历史的石龙军路作为唐人街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车水马龙，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水果摊、

点心铺子、海鲜干货小店也都是熙熙攘攘、客流如梭。

“没想到在泰国也能过个这么热闹的中国年！”

30 岁的张紫（化名）在泰国博仁大学留学后定居，

好些年没有回国过春节。

2月7日，腊月二十八，她像往年一样上街采购

年货，感受了一番中国年味。

“除了舞龙舞狮、器乐演奏、潮剧表演，还有绘画、

茶艺、糕点制作等体验活动，唐人街里真是年味十

足。”张紫告诉记者，走在泰国的商场里，店员若发

现中国人，就会马上说“新正如意”。这是泰国人的

春节口头禅，使用频率大大超过泰文版“春节快乐”。

而这句潮汕腔调的祝福语背后，凝聚着中泰文化交

融的悠久历史以及中泰一家亲的深厚渊源。

往年，泰国的年味更多出现在华人较多的地方，

比如留学生多的大学。但今年不同，张紫发现，曼

谷街头点亮了“中国红”，为迎接中外游客，一些商

家早早便布置起新春装饰，异域风情与中国年味儿

的结合别有意趣。

“不少泰国朋友会跟着中国人一起迎春接福。”张

紫说，在泰国的华人大多传承着潮汕人迎春接福的

习俗，很多泰国人一开始并不了解，但久而久之，他

们也喜欢上这样的吉祥寓意，“除夕这一天，他们开

始‘祭日’，各家各户一早起来预备酒水、食品、香

烛祭拜祖宗，以此饮水思源，感谢祖辈为他们创下

基业。完成祭祀活动后家人会聚在一起吃团年饭”。

不仅在曼谷，泰国中部那空沙旺府同样年味十足。

那里的春节活动，被誉为泰国历史最悠久、最负盛

名、规模最大和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春节活动，已

有100多年历史。这里有盛大的花车游行、传统庙会、

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高空舞龙表演，观者会深深感

动于当地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

传承。

除夕，是张紫今年春节期间最难忘的

一天。当天，当地时间下午7点多，她和泰国闺蜜正

在普吉岛的海滩上吃年夜饭。算上时差，正好是国

内播春晚的时间。张紫对春晚有情结，就边等边用

手机看春晚，闺蜜也跟着她一起看小品。当时同一

桌的还有三个家庭，他们听到动静后，都拿出手机

搜索节目。最后，大家坐到一起看春晚、聊天。突然，

一串串耀眼的铁花在空中散开，璀璨夺目、绚丽震撼。

铁花冲破漆黑的夜空绽放，像满天繁星雨点般落下，

万千火花瞬间四散开来，寂静的夜空被立刻点亮。

这一幕，把张紫看哭了，也激活了她埋藏在心底

的年味。“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中国人在的地方，一

定会有自己的方式过年。”张紫说，大年三十，对中

国人而言意义非凡，是被“刻进 DNA里”的华夏情结，

流淌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

听着烟花爆竹声，张紫思念远在长沙的父母亲

人，还有可口的年夜饭。“希望自己能够在新的一年，

不断进步和成长。”张紫说，她向天空许下新年愿望，

也打算趁着元宵节假期回国看看家人，“体验过海外

版春节后，也该回国团圆啦！”

与外国朋友倒计时跨年，打铁花让她格外想家

漂洋过海迎新春，今年是 24 岁的岳阳姑娘蔡曼

琴在国外过的第五个春节。

“虽然没能和家人团聚，但是火红的灯笼，到处

可见的春联和福字、丰富多彩的春节游戏活动、丰

盛而热闹的年夜饭，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以及浓浓

的年味。”蔡曼琴说。

异国他乡，年味浓在哪里？

“之前我在加拿大读大学，华人多，有时在路上

走着走着，就会听到好几句中文，感觉过年的氛围

和国内一样。”蔡曼琴说，特别是唐人街，有过年的

装饰，有舞龙舞狮，看着就很喜庆。“不仅是海外的

华侨华人、留学生，很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

人也会去唐人街逛逛，一是来凑凑热闹，二是了解

和感受中国文化。”

去年，蔡曼琴来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攻读研究生学位。“这里居住的华人少，本以为会比

温哥华冷清一些，但很意外的是，今年春节期间，

遍地都是‘红色’，图书馆、学生公寓到处贴上了喜

庆的对联和‘龙’形窗花。”

大部分海外院校都会有自己的中国学联，蔡曼琴

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每年除夕，他们都会举办庆

祝活动，有学生表演小品，还有抽奖，就跟小‘春晚’

一样。”在这样的场合，人们总会有一些仪式感。“我

看到有好几位女生都穿着汉服，还有一些外国留学

生，也穿上了红色的马面裙，大家相约着一起参加元

宵节举办的灯会。”

在蔡曼琴的认知中，春节不仅越来越有“国际范

儿”，也有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理解春节背后的意义，

不再只是“凑热闹”。

“我的教授是俄罗斯人，他的助理职位，有四分

之三都是中国人担任。”大年初四那天，教授把他的

学生召集起来开组会，结果他站上讲台，说的第一

句话就是“我知道最近是中国新年，也是龙年，祝

大家新年快乐！”教授还向他们分享了自己在春节和

朋友去附近中餐厅吃饭的经历，“那是最好吃的中餐

厅！”蔡曼琴说，教授的话让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忍

俊不禁，“大家

还起哄说要请

教授来中国吃

一餐正宗的中

餐”。

组会结束，

蔡曼琴收到了

教授发来的工

作邮件，在他

的每个中国学

生的邮件最后，

都用中文写着

“新年快乐，恭

喜发财”。“他

说，这是对我

们这些异乡求学的学子最真诚的祝愿，明年还要跟

我们一起买一个‘福’字倒着贴。”

外国留学生穿中国马面裙相约元宵灯会

外交部数据显示，全球已有近 20 个国家将中国春节定为法定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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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英国伦敦“四海同春”新春庆典盛大举行。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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