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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又是一年中秋，又是来自全球各

地的华人和留学生思念家乡的时刻，
在西欧大地的风车和郁金香之国荷兰
也是如此。

对我而言，这3年的中秋是十分难
忘的人生经历，也是留学体验中未曾预
知的一部分。这是我的生活片段，或许
也是大部分海外学子生活的缩影。

2019年中秋：文化交流，其乐融融

我就读的瓦格宁根大学，是欧洲在
农业方向与生命科学领域数一数二的大
学，在荷兰的大学中国际化程度很高。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
化交流。中秋节是开学以来的第一个大
型中国传统节日，也是展示中国文化、
增进同学友谊的良好时机。

2019 年的中秋节，全荷学联瓦格
宁根分会举办了一场规模很大的中秋晚
会，我也参与表演了节目。

当天前来参加晚会的观众里，不仅
有留荷的中国学生学者、来自瓦格宁根
大学的荷兰及国际学生，还有不少对中
国文化感兴趣的本地居民。其中，有两
名对中国文化十分着迷的荷兰学生，甚
至是从附近城市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赶
过来的。

大家聚在一起，吃着月饼、看着表
演，聊着文化、传统服饰、乐器和历
史。大家虽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却
好像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我们是留学
生，也是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在那一
刻，我对“民间友谊的使者”这几个字
有了更深的感悟。

2020年中秋：彼此温暖，共渡难关

2020 年，对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而
言，都是不寻常的一年。从2020年3月
开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荷兰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封锁。线下的部分工作
和教学被迫转为线上，部分专业甚至
建议新生延期入学，以规避疫情带来
的影响。

这一年的中秋显得非常冷清。一方
面，遵守防疫规则，人与人见面的机会
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线上教学使得很
多同学，尤其是欧洲的同学选择回国继
续完成学业。这年的中秋，我和另外两
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在宿舍做了一顿有
家乡特色的晚饭。那天的校园很安静，
圆圆的明月照着夜晚的云，这里是异
乡，但也是我们互相支持的温暖的家。

人与人的距离虽然远了，但心与心
之间的距离却依然很近。这一年的中
秋，我收到的礼物与往日相似、却又不
同，我收到的是来自中国驻荷兰大使馆
发放的“健康包”和防疫物资、收到亲
朋好友通过手机发来的关心和问候。

相隔万里，但这些支持与挂念穿越
了时空的阻碍。虽然天各一方，但大
家、小家都在我的身后，是坚强的后
盾，赋予我力量。

这个中秋对我来说，难忘而特别。

2021年中秋：回归正轨，充满期待

经历了断断续续1年多的封锁，瓦
格宁根大学也终于开始恢复线下授课。
新学年伊始，看到热热闹闹的校园和新
生活动，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有些平

常的瞬间，好像就在昨天，但又好像已
经过去了很久。

今年中秋，久违的线下活动也在逐
渐恢复，我们重新拥有了与各国同学一
起体验中国传统习俗的机会。

在海外经历过不一样的 3 个中秋，
教会了我特殊的一课——“珍惜看似平
凡的一切”，也提醒我要珍惜短暂的留
学生活。

这轮圆月照着人，照着前路，照亮
远方。

（作者系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管理、
经济和消费者研究专业研究生）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中
秋节，是中国人的团圆节。对身在
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而言，那一
轮圆月更是承载着对故乡和家人的
思念。

转眼间，我来到莫斯科求学已
近两年。今年中秋之夜的莫斯科，
已有几分凉意。红场上灯光闪烁，
但行人稀少，夜幕下的莫斯科河泛
起了层层涟漪，然而游艇却寥寥
无几。也许还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的缘故，莫斯科沉浸在一片寂
静之中。

天 虽 凉 ， 但 我 们 的 心 却 是 热
的。花好月圆思乡切，是留俄学子
的内心写照。

中秋节，我跟我的中国同学们
聚在一起，展示各自的拿手家乡
菜、聊家乡事、观看中秋晚会。中
秋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不
仅是我们寄托思念的载体，也是我
们传播中华文化的契机。为此，我
特意邀请了几位俄罗斯同学与我们
共度佳节，品尝月饼，并向他们讲
述了中秋节的来历，介绍了“月
饼”的象征意义。

一块月饼，承载的是古往今来
中华儿女的心路轨迹。俄罗斯同学
纷纷表示，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前
往中国，更深层次地领略中华文化

的魅力。
云山隔万重，寸心连千里。为

了让海外学子解乡愁，中国驻俄罗
斯大使馆为每位留学生准备了 5 种
口味的中秋月饼，同时，为了保证
每个同学都能在中秋节前收到具有
特殊意义的月饼，莫斯科大学中国
学联共设置了 4 个月饼固定发放点
和两个流动发放点，以在第一时间
将祖国的温暖送到所有莫大中国学
子的手中。

我也作为志愿者参与了此次月
饼发放活动。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那天的分发工作持续到了晚上，夜
起寒风，但前来领取月饼的同学仍
络绎不绝。大家在领到月饼后，纷
纷对志愿者们的工作表达了真诚的
感谢。

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中这个
特殊的中秋节，更让我们理解了海
外学子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情谊。

“中秋”在中华文化中诞生，历
经数千年至今，体现的是中国人对
家庭团圆幸福的美好期待。这是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在俄罗斯度
过的第二个中秋佳节，通过大使馆
传递来的祖国的关心温暖着海外学
子，在俄中国学子的互帮互助，也
传递着同胞间的友爱。

品尝一口月饼，仿佛带来了家
乡的甜蜜。

今晚月色皎洁，我们的心暖暖
地靠拢在一起。

（作者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
学院政治系研究生）

在真正成为一名留学生以
后，很多之前只能从字面理解的
诗句词汇，现在都能感同身受
了，那一字一句，写得确是游子
的心境。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在国内时，即使因
为上学、实习等原因离开父母身
边，我也很少会有身处异乡、身
为异客的孤独感。但现在的我，
站在马德里街头，看着来来往往
的人笑着谈天，听着身边的西班
牙朋友聊起周末与亲人聚会的计
划，不免有一丝伤感。中秋佳节
到来，“倍思亲”的滋味多少有
些苦涩。

今年中秋节这天，我的课程
安排得满满当当。不少中国留学
生跟我一样，是在繁重的学业中
度过月圆之夜的。早晨醒来之
后，我简单吃了些早餐，在微信
的家人群里面给长辈们送上遥远
的节日祝福，之后便匆匆忙忙地
赶去学校。

作为一名非西语本科的学
生，语言关是我在西班牙攻读研
究生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想
要听懂老师的授课内容，必须要
在语言学习下一番苦功夫，现在
的我正在每天抓紧一切时间，提
高语言水平。

说实话，从小到大，我都不
太喜欢吃月饼，到了节日也不会

主动去买。但是，当我来到西班
牙之后，心中对于中国节日的重
视和仪式感陡然增加。几天前，
我就准备好了月饼，还在背包里
装了几个，课余闲暇的时候，也
给班里的西班牙同学分一分，请
大家一起尝尝我故乡的味道。这
或许也是我缓解思乡情绪的一种
方式吧。

当我在家的时候，中秋节是
团圆的日子，也是休息的日子；
当我来到海外，这个节日成了印
在我血液中的文化图腾，它与我
的根连在一起。

中秋之夜，我和舍友做了一
桌丰盛而精致的中国菜，我们边
吃月饼边赏明月，即使，那天的
云彩时不时地遮住了月亮。

当天课程一结束，我便直奔
马德里的“唐人街”采购食材。
这片区域名为 USERA，从 21 世
纪初开始，它便逐渐成为马德里
的中国区。根据2020年市政人口
普查的数据，在马德里的 4 万多
华人居民中，每 4 个人里面就有
1 人生活在这里。这里说中文、
卖中国商品，在这里的公共图书
馆中还有一片中文图书区，这些
元素都成为它很受当地华人青睐
的原因。

走在 USERA 的路上，两旁
是挂着中文牌子的店铺，听不懂
的西语单词在这里变成了熟悉的

中文。街边售卖的月饼、行人谈
论的话题、甚至店铺张贴的促销
单都在提醒着我今天是个特殊的
日子。

中午刚过，我收到奶奶回复
的语音。说不明缘由，我忽然觉
得鼻子一酸，有些透不过气了，
手机屏幕也变得有些模糊。隔了
半晌，我整理好心情，才自拍了
一张灿烂的笑脸，发送给手机那
头的奶奶。

西班牙的作息和国内不太一
样，午餐时间基本在下午 2 时到
4 时，晚餐则常常安排在 9 时以
后。我们忙活一通做好晚饭的时
候已经将近10时了，想跟家人视
频，来个“云团圆”，却忽然意
识到已是北京时间的凌晨4时。

心情黯然之际，我蓦地听到
舍友惊呼：“快看今天的月亮！”

猛一抬头，云开月明，一缕
轻柔的月光透过窗台洒进了我的
心里。这一刻，我静静地思忖，
幸好，无论人在哪里，大家望的
都是这同一轮明月。

（作者系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
三世大学广告传播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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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圆之夜，“千里共婵娟”于海外学子而言，别有
一番滋味。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节，也是团圆
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的意义
无须再表，一份对故乡的思念、一份对团聚的期盼，
蕴藏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是割不断的牵挂，是许
不完的心愿。

“每逢佳节倍思亲”，几乎每一个海外学子都有一
段离家万里、他乡过节的记忆。“留学之后，有好几年
春节我都不在国内，更甭提中秋了。”一名在美中国留
学生感慨地说。

月是故乡明。游子在外，思乡
更甚。父母的一通电话、微信家
人群里的一句中秋祝福，甚至是
尝一口月饼、品一道家乡菜，都
可 能 成 为 中 秋 夜 晚 海 外 学 子 的

“催泪弹”。
中秋月，照四方。无论走到哪里，这轮圆月的温

柔都会倾洒在中华儿女身上，穿过云海落下的明洁辉
光，照进海外学子的心田。天涯海角，一块象征月圆
人圆的月饼，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印记。

虽然没有中秋节假期，但不妨碍海外学子在国外
度过一个难忘节日。逛唐人街、游中秋街会，与同学
好友一起观灯赏月，谈天说地，也同样不缺节日氛围。

比如，就在不久前，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中秋街
会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了，街道旁的舞狮表演吸引了不
少行人驻足，频频喝彩。售卖极具中国特色的月饼、

灯笼、摆件等的摊位前顾客如织，佩戴着口罩的人们
在仔细挑选。熟悉的中秋味道似乎又回来了。

在新加坡，牛车水路上张灯结彩，一轮装饰有玉
宇琼楼的明月与身着飘逸彩衣的嫦娥相伴，节日灯饰
早早布置完成，迎接团圆之夜。同时，还有牛车水中
秋线上游戏、360°虚拟导览与文化之旅等活动，线上
线下相结合，更增添了节日的喜庆。身在狮城的中国
留学生，可以感受这里中秋佳节浓厚的中国味儿。

世界各地的中国学联，也在中秋前后举办了形式
多样的“云端”欢庆活动。发月饼、举办线上音乐会
和联欢会等，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海外学子能度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不过，夜深人静之时，节日的喧嚣散去，却也免

不了想家。
前不久，我曾与一个朋友闲聊。高中毕业后，她

前往美国读书，如今已是在美学习的第六年，期间所
有的中秋节，她都是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一起度
过的。她告诉我，团圆节无法陪伴在家人身边，让她
更珍惜每次回国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以前我回国去
外公家的时候总是坐不住，待一会儿就想着要走，约
国内的同学出去吃饭。现在觉得，我能与长辈共处的
时间实在太少了，每一天都很珍贵。”电话那头的她，
语气有些伤感，她说，一家人只要能在一起，日日都
是团圆。

藏在思念背后的眼泪、对亲情的思考、与父母越
聊越久的家常，不也是海外学子求学路上的另一种成
长吗？

千里明月寄乡思
孙亚慧

2019年中秋晚会上，耿颖瀛上台表演。2019年中秋晚会上，耿颖瀛上台表演。

强翀近照。

2019年的中秋节晚会不仅有留荷的中国学生学者，还吸引了许多瓦
格宁根大学的荷兰及国际学生以及不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本地居民。

2019年的中秋节晚会不仅有留荷的中国学生学者，还吸引了许多瓦
格宁根大学的荷兰及国际学生以及不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本地居民。

圆圆的月饼，给在俄中
国学子送来了团圆味道。

马约尔广场的午后街景。李昊燃摄马约尔广场的午后街景。李昊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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