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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时的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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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兔年来临，比往年的春节好
像要早些。

今年，西班牙插画家巴克尔 （原
名胡安·卡洛斯·帕兹·戈麦斯） 照例
为中国新年设计了海报，并经马德里
市政府张贴在主街道及公交车站等公
共场合，将城市景色与中国的生肖文
化结合在一起。自2016年起，巴克尔
就受马德里市政府邀请，为庆祝中国
年作生肖特色“年画”。此外，本地
华人区还举办了舞龙游行、烟花表
演、春节庙会等系列活动，大大增添
了“年味”与趣味。

转眼间，这已是我在西班牙度过
的第二个新年，也是我的本命年。同
许多留学生一样，我也早早地准备了
节庆物品，并邀请三五好友来家里相
聚，一起欢度春节。我们提前讨论，
商定在大年三十这天各自做一个有家
乡特色的拿手菜，还拟出了年夜饭菜
单，包含川、苏、浙、鲁 4 个菜系，
最后再一起包水饺。

朋友们进门以后，第一件事就是
打开电视，播放春节联欢晚会，这算
是一种共同的过年仪式感吧。电视播
放着熟悉的 《春节序曲》，我们在厨
房忙活一通。准备食材的过程中，看
着大家手忙脚乱的囧态，不禁莞尔，
也体会到了热闹的滋味。自从来到西
班牙，我们从不下厨房的小白，到现
在能照着网上的视频教程烹饪出一桌
好菜，大家都在摸索前进。

留学旅途中，朋友就是我在他乡
的亲人，我们在失意的时候互诉苦
水，在取得成绩的时候为彼此喝彩。
我们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像是万千
家庭的缩影，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将不
同省份庆祝新年的饮食特色和风俗习

惯带到同一个餐桌上。
准备年夜饭的过程中，最为显著

的差异是“过年吃什么”和包饺子的
样式。北方过年时吃饺子，取的是

“更岁交子”之义，意指辞旧迎新，
又因为饺子的形状颇似元宝，煮熟后
一盆盆端上桌象征着“招财进宝”的
好兆头；来自南方的朋友则表示，她
们初一多数做汤圆，因为汤圆也叫

“团子”“圆子”，意味团团圆圆、阖
家幸福。

包饺子时，四川的朋友习惯包鱼
纹饺子、江苏的朋友喜欢包“半月
式”饺子、来自山东的我则更熟悉包

“肚子”较大的元宝状饺子。这些地
方差异让我们有了一种在异国他乡

“切磋”中国厨艺的奇妙感受。
闲暇之余翻看朋友圈，各地的同

学纷纷在展示自家丰盛的年夜饭，举
杯共庆佳节，别提多热闹了。在此起
彼伏的欢声笑语中，我原本因不能回
家过年而黯淡的心情也逐渐明朗起
来。除夕之夜我们相聚在一起，分别
跟父母与亲戚视频拜年，送上祝福。
屏幕里，大家面对父母的嘘寒问暖都
是报喜不报忧。一个好友，不久前在
家做饭被热油溅到，手上布满水泡却
对父母只字未提，明明几天前她还在
我们面前嚎啕大哭。此刻，我们早已
习惯把自己脆弱的一面隐藏。

今年春晚，歌手黄绮珊和希林娜
依·高倾情演唱的 《是妈妈是女儿》
让我们印象深刻。歌曲响起时我们正
在吃饭，几句歌词入耳，一下子就让
我们与这首歌产生了情感联结，恍惚
间，有人已眼眶湿润，有人小声哽
咽。在我们这些海外学子心中，一直
有一个想家的角落，悄悄藏着，只会
在深夜偷偷抹掉眼泪。一个个用勇敢
对抗孤单的夜晚里，我们知道并坚
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带着父母的祝
福学成归来，我们将带着家人的期
许，与他们团聚。

（作者系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研究生）

每当冬日到来，时节更替，中国
年味便浓浓地飘播出来。祝福穿越山
海，温暖了每一个人的心。今年春节
我在海外度过，虽然思乡之情不减，
但我却意外过了个特别的春节，热闹
的氛围冲淡了乡愁。

过年的文化与习俗是岁月积淀的
产物，“过了腊八就是年”，扫尘迎
新，洗个年澡，祈求新的一年顺顺利
利；除夕守岁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
扭，再把福气带回家……浓浓的中国
年味，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
心底也暖暖的。

传统有传统的形式，在海外却是
另一番热闹景象。今年，除了贴春
联、看春晚、包饺子，和家人视频聊
天，我还参加了在布达佩斯奥丽购物
中心举办的“欢乐春节”民俗体验
日。现场的精彩演出吸引了众多顾
客，一对憨态可掬的醒狮在鼓乐声中
欢乐起舞，像是一道鲜艳的彩虹。当
人们随着金狮缓步进入商场中庭，耳
畔响起古筝、琵琶二重奏的优美旋
律，余音绕梁，令人心醉。中国风舞
蹈 《琵琶语》，更是赢得了满场掌声
和赞叹。且看那身穿汉服的青年，手

持驱邪纳吉的“红包”，教匈牙利民
众如何施拜年礼。多彩而有趣的春节
民俗，拨动着每一位来宾的心弦，大
家共同迎接新春又一年。

鸟啼花开，万物可期，绵延千年
的年文化是时光的宝藏。现代生活方
式的改变，也带来了新的过年文化，
但旧的习俗仍会历久弥新。新旧融
合，把热情传递，将幸福扎根心底。
一月中旬开始，布达佩斯的街道上，
已是满满的春节氛围，兔年吉祥图案
喷绘在电车车身上，为布达佩斯营造
出一道亮丽的流动“欢乐春节”风景
线，祝福与喜气洋溢在街头巷尾。

穿梭于布达佩斯市中心，沿着玛
格丽特桥、圣伊斯特万大道、布拉哈
广场、裴多菲桥等著名景点一路行
走，那热闹与喧嚣总让人心情欢畅。
每一个走过的地方，都有不少路人在
拍照，打卡留下属于他们的独家记
忆。电车上的春节图案，让吉祥兔形
象“飞入”当地寻常百姓家，点缀出
丰富多彩的春色，也把欢乐气氛撒满
了整个布达佩斯。

春节到来，带来了满满的欢乐。
“欢乐春节”唐人街新春庙会也隆重
开场，活动项目丰富多样。鼓乐与鞭
炮声此起彼伏、舞龙舞狮的精彩演出
让人难忘，更不用说中国美食、茶艺
与品茶、书法、国画鉴赏等各种活
动。步行在唐人街上，不仅能体验传
统文化，更能感受到中国特有的浓浓
年味。人们兴高采烈，唱歌跳舞，投
壶，踢毽子……热烈而欢乐，让人兴
奋，让人难忘。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感受着中
国传统文化的美妙韵律，欣赏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美丽舞蹈，感受着温暖和
祝福。让我们为农历新春共同添上一
抹中国红，期盼在新的一年，能将更
多美好的事情带到生活中去。

走过冬天，我们将迎来温暖春
日，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作者系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
在读博士）

伴随着大阪久而未见的初雪，我的研
究生阶段也逐渐步入了倒计时。来日本求
学这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已习惯在
他乡过年，而现在，一切都在好转，这或
许将是我在日本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吧。

寒冬已过，初春将至。随着国内和国
际入境政策改变、航班增加，今年春节，
我的许多同学选择在冬季假期回国与家人
朋友团圆。如果是去年，想必我也会早早
踏上回家的路，但由于距离毕业回国还有
两三个月，我正忙着准备毕业论文和答
辩，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日本过年。

日本没有过农历春节的传统，所以
大街小巷依旧如往日一样，感受不到年
味。但作为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在身
边朋友同学的圈子里、社交软件里，我
们依旧能感受到过年的热闹气氛。大家
在朋友圈晒出家人团聚的照片，贴春联
包饺子，浓浓的年味儿便来了。在日本
的中国商家也很重视春节宣传，社交软
件里喜气洋洋的大红色基调，也让我们
这些海外游子觉得喜庆。身为一个中国
人，不论身处何地，春节一定是最重要
的节日。早在大年三十前几天，我便早
早地收拾好了屋子，去附近的中国商店
置办了年货，准备在除夕夜和家人们一
样，吃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不管离家多远，科技的发达让如今的
我们能够通过视频和信息“云团圆”。除
夕夜，家庭群里爸妈发给我他们吃年夜饭
的视频，今年，爸爸不光给我介绍了家里
年夜饭的每一道菜，还把手机架在一旁，
录下了他们的祝福和团圆的热闹场景。我

也在妈妈的指导下，包了一顿带有家里味
道的饺子。吃着饺子，看着春晚，在倒计
时钟声响起时为家人亲戚送上我的祝福，
此刻，我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

零点钟声敲响时，我也像在国内时一
样，手机响个不停，收到国内老朋友们各
式各样的祝福。我与他们聊起这一年来的
生活、学习和工作，也同他们约定回国后
再聚在一起叙旧谈天。我们虽然身在不同
国度，但共同庆祝中国年，大家一起举杯
同饮，彼此祝福，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大年初一，我与留在日本过年的朋友
同学相聚在一起，大家见面的第一时间还
是会非常默契地互道一声“过年好”。我
们在日本的中华料理店里一起吃了顿熟悉
的家乡味，大家聚在一起，也能消解一些

“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愁。
与初来乍到时不同的是，此刻大家心

里装满对未来的憧憬，因为明年我们就能
回到祖国；能在下一个春节，早早踏上返
乡归途，过年时与家人们团聚在一起，共
同庆祝和迎接新年。而还未完成学业的朋
友们，也能像今年一样，在春节来临之时
方便、顺利地回到国内与家人们团聚，过
一个团圆年。

求学在外的我们，似乎比在国内时更
加重视传统节日，因为每一个节日都是我
们感受家的温暖的好机会，而春节，更能
让我们尽情抒发对许久未见的家人朋友的
深切思念和祝福，他们的回应，也是这一
年里，我们在外学习、工作时最好的支持
和动力。

（作者系立命馆大学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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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节，随着入境防疫政策
调整、回国航班增加，一些海外学子选择
回国过年，与此同时，大部分留学生由于
课业安排等诸多原因，无法回国与家人在
春节团聚。无论在哪里过年，海外学子都
在努力寻年味，解乡愁。红红的灯笼暖着
游子的心，对国泰民安的祝福、对阖家幸
福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春节不
曾改变的精神内核。

对于团圆的期盼就像一根绵长的红
线，将心与心相牵，将家与国相连。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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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右一） 与留学生同学在西班牙共庆新春佳节。作者 （右一） 与留学生同学在西班牙共庆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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