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年啦！”伴随着新春钟声，癸卯

兔年来临。香港处处洋溢着喜庆气氛，

家家户户贴起“挥春”（春联）和“福”字，

如意结、金元宝等吉祥饰品到处可见。

“之前因疫情取消了一些公共活动，

现在疫情缓和，街头人群明显增多，其中

不乏内地游客，新春氛围更加浓厚。”年

节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说。新春佳节，

市民们纷纷走亲访友、相聚玩乐。“祈愿

阖家健康、如意吉祥、国泰民安！”说起新

春愿望，市民黄女士笑意盈盈。

逛花市是香港的新春年俗，寄托着

辞旧迎新的美好期许。从市区到离岛，

年花和美食的香味弥漫在街头巷尾：寓

意“步步高升”的剑兰、代表“有银（钱）

有楼”的银柳装点春色；滚烫的年糕、甜

蜜的糖莲子、酥脆的“煎堆”香气扑鼻，

“舌尖上的年味”唤起一代代港人的年

节记忆。

长约 200 米的港岛知名地标利东

街上，数百个大红灯笼高挂枝头，玉兔

花灯寓意五福临门、金玉满堂。“今年

是我的本命年，希望自己新年进步、工

作顺利。”与新婚丈夫手挽手“压马路”

的李小姐一身红色旗袍，在相机前笑

得灿烂。

微凉冬意难阻人们热情，大街小巷

充满欢声笑语。沙田新城市广场内，春

日萌兔和花田装饰格外吸睛，4 米多高

的粉色卡通兔手捧“福”字元宝，引得过

往行人驻足拍照；尖沙咀星光大道附

近，多家酒店和商场外墙循环播放“恭

贺新禧、金兔迎春”等新春祝福；贯穿港

岛东西的维港海滨长廊变身彩虹步道，

福兔玩偶更添一份喜庆……

入夜，“幻彩咏香江”烟火光影汇演

在维港两岸开启，多幢沿岸建筑发出激

光及舞动射灯，海面上的天星小轮也披

上彩色灯带，配合着动感音乐绽放光彩。

香港迪士尼乐园里，市民杨先生正

带着太太和刚满 3 岁的女儿体验梦幻

之夜，女儿兴奋地蹦蹦跳跳。“奇妙梦想

城堡”前，美轮美奂的“星梦光影之旅”

夜间汇演如约上演，大小朋友们在绚丽

烟花下许下心愿、互道祝福，与换上兔

年新装的米老鼠合影留念。

新春看赛马、许愿“马到成功”，是不

少香港市民的传统贺岁项目。正月初

三，暖阳下的沙田马场欢声一片，王小姐

与父母专程从内地赶来，她说：“感受一

下香港的年味，希望新一年福星高照。”

“大吉大利，鸿运当头！”香港中国

国术龙狮总会会馆内，几位龙狮师傅正

加紧彩排，以准备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活

动。伴着铿锵有力的声声锣鼓，威风凛

凛的“雄狮”时而左右舞动，时而轻跳转

身，传递着港人对新春的浓浓祝福。

香 港——

福兔贺岁 年味浓厚
本报记者 陈 然

“小 时 候 过 年 真 热 闹 啊 ！”定 居 瑞 士 的 朱 爱

莲，至今还清晰记得家乡江西鄱阳的年俗：家家

户户办年货、写春联、贴福字；孩子们早早盼着丰

盛的年夜饭，不但鸡鸭鱼肉全都有，连盘子的数

量也有讲究；一家人其乐融融守岁到零点，给长

辈拜年、要红包……“这种喜气洋洋、家人欢聚的

节日气氛，让身在海外的我们格外思乡。”说起家

乡年俗，朱爱莲有说不完的话。

四海同春，正如有侨胞所说：“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春节。”无论身在何处，新春佳节总会唤醒

广大华侨华人共同的记忆。如今，朱爱莲把传统

年俗带到瑞士。“我们会举办不同主题的华侨华

人聚会。大家穿上亮丽的中国传统服装、享受美

味的中餐，还邀请武术团、乐团来表演……”让朱

爱莲颇感自豪的是，很多当地人因为参加活动喜

欢上了中国文化，“今后，我们还会继续举办各种

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马来西亚，东南亚风情遇见中国传统的大

红灯笼、大红福字，别有一番风味。“初一饺子初

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转……”生在山东菏泽、长在

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续炳义不忘传统年俗，“马来

西亚华人多，新春来临，华人家庭家家户户都会

大扫除，早早准备年货。到了除夕夜那天，一家

老少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团圆饭。”

接连不断的团拜活动，让续炳义尤其喜爱。

“春节也是马来西亚法定假日，街道上张灯结彩，

酒店里团拜不断，除了华人社团举办丰富多彩的

庆祝活动，许多当地政府官员也会积极参与，敲

锣打鼓、舞龙舞狮，热闹非凡。”续炳义说，大家虽

然来自不同族裔，但美好的新春祝福都相通。

“每到春节，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侨胞不管

多忙，都会相约聚在一起，品尝家乡美食，畅谈祖

国发展，这也是我们表达思念的一种方式。”在美

国纽约，施乾平和社区的华人家庭一起，在小镇

步行街摆上自己做的水饺、汤圆、锅贴等中华美

食，播放传统音乐，向当地民众介绍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这是我们自发组织的新春庆祝活动，已

经举办了 30 多年，受到社区民众热烈欢迎。”施乾

平说。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海内外中华儿

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各个赛道上跑出自

己的成绩，贡献自己的力量。”施乾平送上自己的

新春祝福，“祝愿广大华侨华人事业蒸蒸日上，

在 参 与 祖（籍）国 的 发 展 大 潮 中 抓 住 机 遇 。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海外华侨华人——

传承年俗 四海同春
本报记者 程 龙

北京海淀，冬日融融。切乌鱼子、抹

高粱酒，小火干煎，再配上苹果片……一

道台湾美食便喷香出炉。煎炒烹炸，年

三十这天，北京大学台湾省籍体育教师

陈文成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年夜饭。

“今年过年又添喜讯，我们家一儿一

女，凑成了个‘好’字。”不久前，陈文成和

爱人迎来爱情的第二个结晶，四口之家

喜气洋洋。晚上，倒上酒，陈文成和爱人

拨通视频电话，与远在台湾、河南的双方

父母“云团圆”。“一大家子同吃团圆饭！”

陈文成一手抱着出生不久的儿子，一手

举起手机，女儿也凑上前来，给老人家拜

年：“我们全家今年一定‘好’运当头，吉

祥如意！”

血浓于水，情暖寒冬。中共中央台

办、国务院台办要求各地台办做好春节

慰问台胞台商工作，尊重、关爱、造福台

湾同胞，组织形式多样的新春联谊活动，

让广大台胞台商温暖过冬、温馨过节。

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台湾省籍

师生收到了来自北京市台办的新春祝

福，北京市台办主任霍光峰为他们赠送

新春礼包。“今年我没回台湾过年，但在

北京，我也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中

国政法大学台生黄国安说。春节之际，

北京市台办还看望两岸婚姻家庭代表，

慰问在京台胞代表。“北京市台办将深

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秉承‘两岸一

家亲’理念，把惠台利民各项政策落到

实 处 ，当 好 广 大 台 胞 的 贴 心 人 、娘 家

人。”霍光峰说。

在辽宁锦州，台湾青年罗鼎钧和爱

人一同回农村老家过年。“3——2——1！”
伴随新春钟声，鞭炮声、烟火声在村里

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倒上金门高粱

酒，穿着岳母专门挑选的红外套，罗鼎

钧和家人们围坐在炕上唠嗑、吃饺子。

“东北乡亲的热情，农村炕上的年味，放

不完的烟花爆竹，都是在台北过年体验

不到的热闹。”罗鼎钧说，“两岸一家亲，

不管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我的家。”

1 月 13 日，写春联、剪窗花、包饺子

…… 全 国 台 联 在 北 京 举 办“台 胞 过 大

年”联谊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多地联

动，在同庆佳节、共盼团圆的交流交往

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深情感

联结，促进心灵契合。

红纸铺展，墨香弥漫。上联“虎啸

生威千山过”，下联“兔跃引暖万木春”，

横批“迎春纳福”……活

动 中 ，一 副 春 联 在 中

华青年发展联合会

秘书长、台湾青年

李弘昆笔下一气

呵 成 ，“ 写 春 联

是两岸共同的

年 俗 ，今 天 和

这 么 多 好 朋

友一起，分外

热闹！”

在大陆台胞台商——

浓浓亲情 温馨过节
本报记者 江 琳

买 年 花 、吃 年 糕 、放 鞭 炮 ，舞 龙 舞

狮、花车巡游……一派喜庆祥和中，澳

门迎来癸卯兔年春节。张灯结彩的街

区、景点，游人如织；富有特色的街边摊

档、小食店，排起长队；商店、餐厅循环

播放着喜庆音乐，传递祝福。

“这是 3 年来最轻松欢快的一个春

节。”土生土长的澳门人麦先生对记者

感慨道。今年春节，疫情缓和，澳门旅

游经济复苏回升。澳门特区政府多部

门联手推出丰富多彩的春节活动：初

一、初二舞龙舞狮，腾跃献瑞迎兔年；初

三开始，花车巡游和汇演几乎走遍小城

主要街道；初三、初七、元宵节，特区政

府燃放烟花。据统计，春节一周，来澳

游客屡创 3 年多来的新高，1 月 23 日逾

7 万人次、24 日突破 9 万人次。

“真热闹、好喜庆，特别有年味。”头

一次从内地来澳门过春节的王女士夫

妇赞不绝口。他们在花车前留影，不忘

拍摄澳门街道独具特色的瓷片拼接图

案。王女士告诉记者：“澳门气候温暖

湿润，我们来澳门过年新鲜感十足，享

受大包小包购物、大小餐馆美食，真是

还想再来！”

“过年一定要买花装饰家居，图的

是吉祥如意。”买了金橘、蝴蝶兰的市民

唐小姐告诉记者，在年宵市场，可以“买

买买”，也可以“吃吃吃”，很是休闲，“我

最喜欢在澳门享受慢时光、好味道。”

独自坐在海边，在笔记本上素描来

往货船的张女士，在热闹的人群中很是

特别。“在澳门，不论喜欢热闹还是安

静，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过节方式。”张

女士来自江苏，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她

告诉记者，自己喜欢安静地看展览、听

音乐会，今年新春，澳门文化中心的“紫

禁城里的春节文化”展览、玫瑰堂的音

乐会都让人很满足。

“澳门不断刷新着给人们的印象。”

在澳门从事新媒体工作的严先生告诉

记者，3 年来，澳门服务业受到了很大影

响 ，却 没 有 停 止 探 索 转 型—— 把 音 乐

会、歌舞剧、篮球赛放进世遗景点大三

巴、郑家大屋，增加互动性和体验感；引

进虚拟现实（VR）技术，赋予大赛车博

物馆等老景点以新感受；修复传统手工

业、造船业等老旧工厂，推出益隆炮竹

厂等工业旧址旅游项目。“如果您 3 年

没来澳门，一定会对澳门刮目相看。”澳

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说。

背靠祖国，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各

项政策措施，不断为澳门发展注入新的

强大动力。热闹祥和的春节，正是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缩影。“澳门涌动

着勃勃生机，正大步迈向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文绮华说。

澳 门——

舞龙舞狮 旅游复苏
本报记者 富子梅

喜气盈门，张灯结彩，同贺新春。在香港，

年宵市场摆满应节鲜花，“大吉大利”的年橘、

“步步高升”的剑兰等各色年花争奇斗艳；在澳

门，富有特色的街边摊档、小食店排起长队，诱

人香味引人垂涎欲滴；在台湾，“2023 台北年货

大街”开市，南北干货、精美糖果、春联红包琳琅

满目；在海外，华侨华人吃团圆饭、舞龙舞狮，传

统年俗代代相传……全世界中华儿女辞别旧

岁，迎来充满希望的癸卯兔年。

有 中 华 儿 女 的 地 方 ，就 有 红 红 火 火 的 春

节氛围。买年花、贴“挥春”、放烟花、挂灯笼、派

利是、舞狮子……共同的节日、共同的期盼，一

脉相承的年俗不仅赋予“年”隆重的仪式感，更

唤起中华儿女流淌在血脉中的浓浓亲情。

共同的年俗，传承着同样的基因。在这个

中华民族传承时间最长、节庆气氛最浓、影响范

围最广的盛大节日，家家户户团圆祈福、孝老敬

亲，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友情和乡情。这种

忘不掉、割不断的文化记忆和家国情怀，生动体

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

中华儿女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精神之根。

共同的年俗，寄托着同样的梦想。菜头寓

意“好彩头”，鱼圆肉圆取意“团圆”，油炸食物以

示“家运兴旺”，盆菜寓意“盆满钵满”……港澳

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餐桌上，每道菜都讲求个

“好意头”，这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浪漫。一句句

吉祥话，一声声道恭喜，承载着人们对新一年美

好生活的向往，祝福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越来

越幸福。

今年春节，因为烟火气的回归，分外喜庆红火。香港开启面向全球

旅客的大门，“福兔迎春”吸引八方来客；澳门举办一连串贺岁活动，从

“金龙巡游”到“兔跃盛世”，安排得满满当当……自 1 月 8 日优化内地与

港澳人员往来措施实施以来，多少阔别已久的亲人团聚，多少漂泊在外

的游子回乡，今年的团年饭，吃得格外热闹温馨。

辞旧岁，迎新春，写新篇。当前，香港将由治及兴，新一届特区政府

展现出“爱国者治港”新气象；澳门保持稳定发展态势，扎实推进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港澳同胞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期待，对安定团结局

面倍加珍惜。展望新一年，有伟大祖国的坚强支撑，有“一国两制”方针

的坚实保障，香港、澳门一定会更好。

每逢佳节倍思亲。两岸同胞一家亲，根植于我们共同的血脉和精

神，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两岸走近、同胞团圆，是两岸同胞

的共同心愿，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们割裂开来。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心怀祖国、情系桑梓，用爱国之情、报国之行让世界对中国多了一

份了解和认同，让中国梦和世界梦相融相通。

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最有力。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

浓浓的年味凝聚着中华民族最珍视的情感，天涯之远隔不断游子心底

最温暖的牵挂。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

志成城，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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