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才进腊月没几天，年味就已经很

浓啦！”接受记者采访时，泰国华侨吴

炳林刚从曼谷唐人街回到家中。“红灯

笼高高挂起，福字、对联、祥龙装饰品

满街可见，各种中国春节传统小吃应

有尽有，当地的舞龙舞狮队也开始排

练，一派喜气洋洋！”吴炳林感慨，“一

到春节，曼谷唐人街就吸引泰国各地

很多民众专程前来体验中国年。”

四海同春，共迎佳节。

在美国旧金山，农历新年大游行

活动让旅居旧金山湾区的于丽娜尤其

期待。“来自全美各地的数十辆花车参

加巡游，当地政府官员也积极参与，舞

龙舞狮、中国武术、行进管乐团等各类

表演十分吸睛，热闹非凡。”于丽娜说，

浓浓年味温暖着海外华侨华人的心，

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开来，“当

地中文学校教孩子们制作红灯笼、举

办联欢会，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春节

的魅力。”

日前，费城交响乐团新春音乐会

在 美 国 费 城 金 梅 尔 表 演 艺 术 中 心 举

行。喜庆欢快的《春节序曲》、京剧曲牌

《夜深沉》、钢琴协奏曲《二黄》等勾起

了在美华侨华人的思乡之情，也激发

了当地民众对中国音乐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兴趣。当晚的音乐盛宴以一

首《茉莉花》收尾，这首传统的中国民

歌被用在歌剧《图兰朵》中，其象征的

美丽、爱与希望引发了全场观众共鸣。

伴随着阵阵锣鼓声，扭秧歌大联

欢精彩上演……每逢春节，身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的孙想录都会回忆起在甘

肃老家过春节的情景。当下，南非华

人社区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各类新

春 欢 庆 活 动 ，孙 想 录 也 积 极 参 与 其

中。“每年春节期间，当地华侨社团都

会举办庆新春庙会，琳琅满目的美食

摊位、精彩绝伦的民间歌舞都能吸引

许多南非当地民众参与，让当地民众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孙想

录自豪地说，身边的南非朋友都对今

年的活动翘首以盼。

“目前，悉尼的许多华人社团已经

发 布 了 举 办 龙 年 春 节 庆 祝 活 动 的 预

告，到时一定会非常热闹！”旅居澳大

利亚的任传功说。多年来，他常受邀

参加华人社团及同乡会、商业协会举

办的春节庆祝活动，每次都会为中华

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而感到自豪。

“如今，春节正在不断走向世界，

世界也在热情拥抱春节，许多国家和

地区把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

1/5 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作为

一名旅居海外的华人，我深感自豪与

骄傲！”任传功说。

四海同春 共迎佳节
本报记者 孙天霖

时 光 飞 逝 ，岁 回 律 转 。

转眼间，甲辰龙年正向我们

走来。

东 西 南 北 ，年 味 已 浓 。

在 香 港 ，以“ 岁 次 甲 辰（龙

年）”为题的贺岁生肖邮票推

出，烘托飞龙贺岁的欢庆气

氛；在澳门，即将举办的花

车巡游、文艺表演等贺岁活

动让市民充满期待；在台湾，

餐厅推出的佛跳墙、三杯鸡

等年菜预订正忙；在海外，

华侨华人置办年货、参加新

春活动，在传承年俗中共迎

佳节……

春 节 是 中 华 民 族 最 隆

重、最热闹的传统佳节。在

忙年的烟火气中，在浓浓的

年味里，海内外中华儿女感

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花”“发”谐音，逛年

宵花市，买吉祥年花，期盼来

年好运；办年货、贴挥春、装

点家居，辞旧迎新增添喜庆

氛围；围坐一桌，品尝寓意美

好的年夜饭，享受家庭温馨、

亲情和美；派利是、互道吉祥

话，表达亲友间最真挚的祝

福……无论身处何处，中华

儿女强烈的归属感和文化认

同不曾改变。

春节，是最能拨动全体

中华儿女心弦的日子。阖家

团圆、灯火璀璨，不仅映照出

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也折射出中华儿

女血脉相连的深情。“共欢新故岁，迎送

一宵中”，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

岁，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浓缩着中华

儿女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对

未来的美好憧憬；每逢佳节倍

思亲，海外侨胞对儿孙讲起故

乡风俗、儿时旧事，天涯之远，

隔 不 断 人 们 心 底 最 温 暖 的

牵挂。

国 家 强 盛 、民 族 复 兴 ，是

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新时代

新征程，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中国以自强不息的

精神奋力攀登，到处都是日新

月异的创造，神州大地生机勃

发、欣欣向荣。

面向未来，有“一国两制”

方针的坚实保障，抓住国家发

展带来的历史机遇，香港、澳

门 必 将 实 现 更 好 发 展 。 同 根

同源、同文同种，一湾浅浅的

海峡，隔不断两岸同胞血浓于

水的亲情，任何力量都阻挡不

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

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

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大

势。心系桑梓、心系祖国，广

大 侨 胞 将 个 人 事 业 发 展 同 祖

国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自强不

息、艰苦创业，一定能拓展事

业发展新空间。

千家万户其乐融融，神州

大地张灯结彩，新的一年的美

好 画 卷 已 经 徐 徐 展 开 。 全 体

中华儿女携手向前，凭着龙腾

虎跃的干劲，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把实

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

之中，定能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

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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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春联、挂灯笼、逛年宵市场……

进入农历腊月，春节便牵动着香港市

民最朴实温馨的情愫。为迎接农历甲

辰龙年，家家户户忙碌起来。

逛花市是香港的传统年俗，寄托

着香港市民的美好期盼。在位于香港

旺角花墟的缤纷园艺花店里，电话响

个不停、订购单成沓摞起、店员忙前忙

后招呼客人……“蝴蝶兰寓意‘花开富

贵’、金橘象征‘大吉大利’、盆竹代表

‘竹报平安’，这几款销量最好。”店员

告诉记者。

“春节里，大家走亲访友、尽展笑

颜，当然要多买些鲜艳的年花，锦上添

花嘛！”顾客程小姐向记者展示购买的

花卉，道出新春愿望，“祝愿全家人平

安健康，香港活力满满、越来越好。”

逛街购物、置办年货，香港中环人

头攒动。这里的特色年货琳琅满目、

供 销 两 旺 ，不 仅 有 五 香 瓜 子 、香 脆 芋

虾、笑口枣、米通等传统小吃，还有西

班牙火腿、丹麦曲奇、新加坡咸蛋黄鱼

皮 等 世 界 各 地 美 食 。“ 无 论 是 家 乡 特

产，还是新式口味，吃进嘴里都是幸福

的味道。”一家连锁超市的负责人钟先

生笑意盈盈地说。

在香港，盆菜寓意美好，年节时分

不可或缺。不少香港市民早早开始选

购 食 材 ，多 家 餐 厅 也 推 出 盆 菜 外 卖 。

“ 丰 衣 足 食 ”“ 发 财 好 市 ”“ 年 年 有

余”……一个个美好祝福蕴含在美食

之 中 ，热 腾 腾 的 烟 火 气 里 ，年 味 扑 面

而来。

新春将至，多家中小学、幼儿园举

办丰富多彩的年俗活动。在保良局方

谭远良（慈云山）幼儿园，小朋友们学

习认识中国乐器，听老师讲“年兽”的

故 事 ；在 东 华 三 院 李 东 海 小 学 ，孩 子

们参加“中华文化日”活动，学习捏面

人、制作贺年福袋……孩子们兴趣盎

然 ，从 中 感 受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魅力。

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往来更加便

利，很多内地游客专程来香港过春节，

又 添 一 份 喜 庆 和 热 闹 。 在 西 九 文 化

区，日日上演的文艺表演精彩纷呈，湾

仔利东街挂满大红灯笼，洋溢着浓浓

的新春气氛。

对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而

言，这是一年中最忙的日子。“时隔 5
年，香港将再度举办新春花车巡游。”

他兴奋地向记者介绍，2024 年“新春国

际 汇 演 之 夜 ”活 动 以“ 龙 腾 香 港 贺 新

岁”为主题，参与汇演的花车以“龙”为

主题，寓意“龙跃在港”，充分展现龙年

新春的喜庆和活力，“香港万象更新、

生机勃勃，期待新一年更胜从前。”

入夜，盏盏花灯在全港各区亮起，

将这座城市装点一新。夜光龙、舞龙、

彩绘龙等富有新春气氛的灯饰吸引不

少人前来观赏。

“祝愿香港繁荣发展，事事如意、

人人开心”“希望新年人财两旺、甜甜

蜜蜜”……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的新春

“花道”两旁，过往行人纷纷在许愿板

写下新春祝福，祈愿龙年福到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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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贺岁 平安喜庆
本报记者 陈 然

甲辰龙年临近，澳门处处洋溢着

浓 浓 年 味 。 走 在 人 气 爆 棚 的 新 马 路

上 ，澳 门 邮 政 总 局 大 楼 外 墙“ 祥 龙 献

瑞 喜迎新春”的巨幅春联抓人眼球，

大三巴牌坊、塔石广场的祥龙灯笼散

发温暖光芒……大街小巷张灯结彩，

鲜花娇艳，盛装迎新春。

澳 门 的 年 味 ，主 打 一 个“ 暖 ”字 。

暖的不仅仅是气温，融融暖意更体现

在文化上、年俗里、人群中，传承着源

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农历腊月十六过后，家家户户开

始忙年。大扫除、逛花市、吃团年饭、

守岁、祭祖……一环扣着一环。商家

则更重视腊月二十八，因为“二十八”

在粤语里与“易发”谐音，老板们会在

这一天犒赏员工、答谢主顾，为大家准

备大大小小的利是红包。

作为“美食之都”，澳门年味的主

角是年糕。“年糕寓意年年高，亲朋之

间会互送年糕作为节礼。”在酒楼工作

的郭先生说，“今年团年饭和春茗聚会

的订单很火爆，预订电话响个不停。”

郭先生乐观预计，随着来澳旅游人士

络绎不绝，春节期间的生意肯定好做。

“ 挥 春（春 联）是 必 须 要 有 的 ，鲜

花、金橘也不可或缺。”土生土长的澳

门人黄先生说，在粤语里，“花”与“发”

相近、“橘”与“吉”类似，都是图吉利。

春节来临之际，澳门特区政府市

政署举办四场“2024 年龙腾飞舞庆丰

年·喜迎廿五展新篇——‘有礼生活庆

万家’”迎春贺年活动，澳门书法家以

及第二十八届青少年学生书法比赛获

奖者现场挥毫写挥春；澳门妇联吉祥

物“维维”化身“小龙女”，为会员们送

上 红 彤 彤 的 福 字 、金 灿 灿 的“ 龙 腾 虎

跃 家庭美满”挥春大礼包……

腊月里，画家邓女士买了两盆蝴

蝶兰。记者受邀走进她家里，墙上、桌

上、地板上都是画与花，淡雅秀丽、亭

亭玉立，满屋一派春日气息。“过年就

是过心情，要热闹、图吉祥、祝美好，一

盆 花 、一 幅 画 都 能 点 亮 新 春 。”邓 女

士说。

“我心目中的年味就是舞龙醒狮，

那生动热闹的场景最令人难忘。”澳门

女婿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年春节逛花

市、吃年饭、放爆竹，都会为澳门的年

俗文化感到骄傲。

“ 庆 祝 农 历 新 年 ，舞 龙 是 看 家 绝

活。今年的花车巡游有百米金龙、荷花

龙、彩带龙等，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经

议事亭前地、西湾湖广场、大赛车博物

馆等地，在龙腾舞跃中祈求平安、增添

吉祥。”澳门罗梁体育总会理事长潘敬

文说，为了参与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举

办的“欢乐春节——2024年龙腾舞跃贺

新春”社区巡演，队员们正在紧张排练。

“很多朋友相约来澳门，准备在爆

竹 声 中 除 旧 岁 。”陈 先 生 说 。 除 夕 之

夜，澳门特区政府将划出特定区域，供

市民和游客燃放爆竹烟花。大年初一

开始，花车巡游、烟花汇演等一系列精

彩活动也将轮番登场，为市民和游客

带来文化盛宴。

张灯结彩 暖意融融
富子梅 唐 佳

选一副春联，挑几样海鲜干货，再

买一些走亲访友所需的伴手礼……许

多 台 湾 人 的 春 节 ，从 逛 一 次“ 年 货 大

街”开始。

古朴的老街装扮一新，各色灯笼

高高挂起，小摊上叫卖声此起彼伏，前

来采买年货的人群摩肩接踵——位于

台北大桥南边的迪化街，是台湾最大

的南北货集散地，每年都会举办“年货

大街”活动，热闹非凡。

生长在台南的林承铎非常怀念儿

时过年的氛围，“穿新衣、领红包、买玩

具，这是最快乐的！”

长大后到北京求学、留在中国人

民大学任教，又与浙江籍太太组成两

岸 婚 姻 家 庭 ，林 承 铎 觉 得 非 常 幸 运 ，

“可 以 体 验 不 同 风 格 的 春 节 。”“在 北

京，逛庙会氛围很好，就像是嘉年华；

在浙江，亲朋好友轮流举办宴席，共庆

新春；在台湾，年味最浓的地方要数庙

会，还有小吃市集、民俗表演等。”林承

铎说，海峡两岸的民俗一脉相承。今

年，林承铎还是准备在家里做年菜，他

采购了鱼圆、肉圆、河虾等食材，按照太

太浙江老家习俗制作“钱塘三鲜”，“希

望孩子们参与进来，感受传统年俗。”

用铁钉在奶粉罐上敲出一个个透

光的洞，拴上铁丝，放入蜡烛，一个简

易花灯就做成了——这是出生在台湾

高 雄 的 谢 志 传 记 忆 中 有 趣 的 春 节 玩

具，“小时候没有那么多样式的花灯，

我们就提着自己做的花灯和小朋友到

处逛，很好玩！”

“ 传 统 上 ，除 夕 是 阖 家 团 圆 的 日

子。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会回到老

家，和家人一起围炉团聚。”如今，在台

北工作的谢志传每年都会回老家陪老

人过年。“年夜饭是过年的重头戏。”谢

志传说，和大陆一样，台湾年夜饭的菜

品也多有讲究，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祝

愿：年糕意味着“年年高升”，韭菜寓意

“久久长长”，萝卜在闽南语中称为“菜

头”，表示新的一年会有“好彩头”。

“长年菜”是台湾年夜饭桌上必备

的一道菜。“‘长年菜’要整株下锅，吃

的时候也不能切断，必须一口吃下，有

长寿的寓意。”谢志传介绍，制作这道

菜，各地使用的食材不一样，台湾北部

及东部多用芥菜，台南、高雄及屏东等

地多用带根的菠菜。芥菜因为入口带

苦，但吃后回味甘美，也有苦尽甘来的

意思。

“春节在两岸都是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两岸同胞对新春的祝福和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是共同的。”谢志传说，

这也彰显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

的深厚渊源。

传承年俗 接福纳祥
本报记者 程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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