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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往年过春节，我们都
是好几个家庭聚在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新年大餐，在网上
一起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也会收到长辈们的礼物。虽然远
在德国，但是和国内的朋友们一样，我也可以和小伙伴们
一起欢天喜地地过新年。

今年的春节将有别于往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德国政府限制了人们的日常活动，学生们只能待在家里上
网课，许多大人也只能在家里办公；商店和餐厅都得关
门，我们这几个家庭也不能聚在一起吃大餐、看春晚了。
即便如此，春节的感觉依旧在我心里。因为我和爸爸妈妈
一起度过了十几个快乐的春节，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已经
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就算只有我们自己过，妈妈还是会
准备丰盛的晚餐，一家人还是会开开心心地坐在沙发上一
起看春晚。当然，少了与亲朋好友的聚会，我的心中难免
有一丝丝遗憾。

记得去年春节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在国内的
亲人们都待在家里，不串门儿，不走亲访友，举国上下同
心抗疫。回想起来，远在德国的我们，去年春节时，除了
看春晚，每天还关心着国内的抗疫进展，短短几个月，中
国抗疫取得了令世界瞩目、赞叹不已的成绩。这让生活在
海外的我感到特别自豪！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德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抗疫措
施。这意味着2021年的春节，会和往年的春节不同。

不一样的春节，却又是一样的春节，这让我感受到，
在病毒面前，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全人类应该共同去面
对和战胜这个非同一般的困难。

我希望新冠肺炎疫情可以早日被战胜，我希望不再有
人被新冠病毒夺去生命，我希望可以早日见到我的朋友，
可以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儿，更希望能和往年一样，大家一
起开开心心过春节。 （寄自德国）

我的爸爸有一张明信片，我很喜欢画面上小朋友们兴
高采烈在一起庆祝春节的情景。每次爸爸和我讲起图片里
的故事，我都觉得好奇。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爸爸讲的故事，让我对这个
传统节日有了感性的认识，倍感亲切。

我今年10岁，出生在丹麦，虽然回过中国很多次，但
从来没有在中国度过一个春节。爸爸妈妈时常对我说，大
人们在春节前是最忙的，要办年货、搞清洁、家家户户贴
春联……家里装饰着从花市买回来的桃花、水仙花，这些
都寄托着对来年的美好愿望。从正月初一到十五，亲戚朋
友相互拜年问候，到处都是欢声笑语，特别是长辈见到晚
辈，会给压岁钱作为新年的祝福。

春节时，小朋友们是最高兴的，穿新衣、收压岁钱，
吃各种新年小吃、放鞭炮……大街上还有舞龙舞狮，十分
热闹。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我想起了在华
文教育实景课堂学习过的诗。想到国内各地的美味小吃，
我都快流口水了，但在丹麦是没有的。我多么希望能在中
国过一个充满年味的春节啊！爸爸妈妈说等疫情过去，一
定会带我回国，与奶奶、伯父他们过一个真正的春节，一
家人团团圆圆比什么都珍贵。

我盼望着，一直盼望着。总有一天，明信片里的情景
会成为现实。

（寄自丹麦）

阳光下，窗外的雪悠闲地飘着，松枝下晶莹的冰凌闪
闪发光。窗台前，我和猫咪静静地欣赏着多伦多冬天再常
见不过的雪景，思绪飘回到猫咪刚出生的那年春节。

记得当时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的早上，多伦多被一场
暴风雪包裹着，但却没有影响大家出门聚会庆祝中国传统
节日春节的喜悦心情。那天正好又是周末，我们一家人起
得特别早，我和弟弟特意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视频
拜年。在和国内的亲戚朋友寒暄一番后，便驱车前往中餐
馆吃早茶、庆新年。餐馆门口等候的队伍排得很长，好不
热闹。幸亏妈妈提前预订好了位置，爸爸特意点了发菜，
寓意“发财”，希望博个好彩头。正当我们开始享受美味佳
肴时，突然锣鼓喧天，原来是一支舞狮子队来了。突然

间，一只金色的狮子跳到我面前，并从嘴里吐出“新春大
吉”的条幅，我激动地把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红包塞到大
狮子的嘴里。真的是热闹极了，整个餐馆也沉醉于新春的
欢乐氛围中。

喵呜，随着猫咪跳起并叫了一声，把我的思绪从两年
前拉了回来。

自从疫情暴发至今，我们全家已经1年多没到餐馆就餐
了，也很久没出门和朋友玩了，更没和亲戚朋友聚会过，
就连我最喜欢的滑雪活动也取消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
即将到来，我思念大洋彼岸的亲人，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能和亲友聚餐，能在春节时喝早茶、看舞狮。

（寄自加拿大）

对我来说，春节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盛大节日。
在我的记忆里，每年到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时，妈
妈都会在门的两边贴上对联，我们也可以从长辈那
里得到压岁钱。除夕晚上，一大家人还会围坐在一
起吃丰盛的年夜饭，唐人街上还有精彩的狮子舞绣
球……这一天可以看到美丽的烟花，听到爆竹声。一
切都是那么美好和令人喜悦，我多么盼望这样的春节
再次到来。

（寄自荷兰）

我 是 尼 日 利 亚
人，但我的家在英国
伦敦。我所就读的学校
中，有很多来自中国、
法国等世界各地的朋
友，我们一起唱歌、跳
舞，一起读书。

我喜欢学中文，已
经学了近两年。我还记
得，猪年春节时，我和
朋友们在学校庆祝会
上表演了小话剧“三只
小猪”。

牛年春节就要来
了，因为疫情，大家
只能在网上庆祝，我
有机会在线上庆祝会
上发言，很是开心。

祝福大家牛年快
乐，健康平安！

（寄自英国）

春节在我的世界里一直是个美好的
节日。从鞭炮烟花、舞龙舞狮到恭喜发
财、红包拿来，都是节日的趣味。

在我小时候，春节对我来说是特别
的、独一无二的。我总是盼望着它，从
十几天的寒假到走亲访友时手上的红
包，再到除夕夜放的鞭炮、看的烟花，
春节在小小的我眼中的形象是充满光芒
的，哪怕遇到寒假作业时的苦恼也被那
些喜悦给冲淡了。

那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近乡
情怯”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家就在身边。

逐渐地，我也长大了。在读过的一
本本书中，从那一行行汉字中，渐渐被中
华传统文化吸引住了。慢慢地，春节不再
只是个拿红包、睡懒觉的日子，而是成为
了一个有着文化元素，充满生活温馨的节
日，比如“拜财神”、大扫除、买年货、贴窗
花、挂年画、写春联等。更让我记忆深刻的
是在除夕晚上，或与朋友们一起看那烟花
慢慢点燃，在夜幕中盛开，变成了五彩缤

纷的颜色；或是放着鞭炮，在噼里啪啦中
守岁。

到西班牙后，我发现春节的气息并
没有减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更深入
地理解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这种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盛开
出一朵朵名为习俗的鲜花。在国外，我
依然会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看春晚，吃
年夜饭；甚至在国外的街头，仍然能与
家人朋友看见富有中国特色的活动：舞
龙舞狮、扭秧歌、武术表演等。即使身
处国外，我依旧深爱着我的故乡，爱着
它的一切。

我认为春节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红
包、假期、烟花，还在于那种对我们生
活、观念的影响。因此春节现在走出了
国门，正在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节日，影
响着我们之外的外国人，他们也喜欢上
了中华文化，喜欢上了与它有关的一切。

（寄自西班牙）

不知不觉春节就在眼前了，受疫
情的影响，我不能像去年一样在中国
感受春节的气氛了。但这意味着，我
可以和家人一起过春节，把中国春节
的由来和习俗讲给他们，让他们体验
春节文化，感受中国节日的气氛。

春节到来之前，我早早做好了计
划。第一项计划是与家人一起采购年
货，包括特色食品、饮料点心、蔬
菜、水果、肉类等。在采购的过程
中，可以给他们讲讲中国人过春节要
买哪些东西，做哪些菜，让他们对中
国独特的饮食文化有所了解。

第二项计划是和孩子们贴“福”
字。贴春联和“福”字是很讲究的一
件事情，怎么贴、几点贴，都有说
法。我告诉我的两个表弟，在中国过
春节时贴“福”字，是由来已久的风
俗。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贴
上大大小小的“福”字。为了让他们
更好地了解这个习俗，我还讲了贴

“福”字的传说给他们听，用这种形
式教他们中国文化，既有利于调动他
们的中文学习兴趣，也能让他们感受
中国民俗文化的精髓。听完故事后，我
们一起准备了红纸、剪刀等，剪好了

“福”字和窗花，等着春节到来时贴在
家中。我觉得和孩子们一起贴春联和

“福”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会让
他们对中国春节文化产生兴趣，也能
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浓郁的年味。

第三项计划是与家人一起准备年
夜饭。以前在中国时，都是别人教我
怎么做年夜饭。这次，我成了“师
父”，将中国传统美食的技巧传授给
妈妈和姥姥。

年夜饭又称团圆饭，光看这个名
字就能知道这顿饭是颇有讲究的。我
告诉父母，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石，
春节的团圆饭能充分表现出家人之间
的互敬互爱，这种团聚也体现在中国
文化中。

在这一点上，哈萨克斯坦和中国
有相同之处，因为我们也很重视在新
年时一家人团聚吃饭的习俗。

在即将到来的年夜饭的“菜单”

上，我写下了水饺、春卷和红烧鱼，
还特意给妈妈讲了年夜饭中的鱼和饺
子的意义。吃饺子，是取新旧交替

“更岁交子”的意思，鱼则寓意“年
年有余”。妈妈和姥姥听完后表示，
对中国春节文化和饮食文化佩服得五
体投地。

第四项活动是与家人一起在除夕
守夜看中国春晚，春晚是中国人的温
馨记忆，一家人一起观看也有着别样
的美好。估计到看春晚这个环节时，
我会比所有人都忙，因为我要一边看
一边想，如何把自己非常喜欢、欣赏
的小品翻译成俄语介绍给家人。

我 想 说 ， 2021 年 春 节 来 临 之
前，我的心情是激动的，也是复杂
的。激动是因为我可以跟家人团聚，
感受春节的快乐，复杂是因为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

我的许多朋友都在中国，我和他
们已有好久未见面，但疫情阻挡不了
我们的友谊。2020 年，我和他们多
次“云见面”，有时候通过视频聊会
儿天，有时候打语音电话一起看电
影。我们甚至约好牛年春节要一起网
上赶集、云上拜年、在线约饭，以此
来实现别样的团圆。

隔地不隔心，我相信没有一个冬
天是不会过去的。不管身在哪里，都
祝大家牛年快乐！

（作者系南开大学哈萨克斯坦留
学生）

来自荷兰、今年7岁
的邝子淇希望“牛”帮
她把希望每个人快乐歌
唱、健康平安的愿望送
到全世界，这也是海外
华裔青少年和来华留学
生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
到来之际共同的愿望。虽
然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
世界肆虐，但他们还是做
了春节规划，并用笔和画
描绘下了他们眼中温暖
的、不一样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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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我有一个愿望，在这一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快乐歌唱、开心舞蹈、健康平安、放松旅游，金色的阳光
洒满大地。我希望“牛”帮我把快乐的愿望送给全世界。 （寄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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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自丹麦）

明信片里的情景成为现实
薛韵怡 （10岁）

春节依旧在我心里
张思哲（14岁）

期待放烟花
张慧茹文/图 （13岁）

盼望疫情消散 喝早茶看舞狮
夏爱梅 （1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