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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儿子给远在大洋彼岸的表

姐打电话，问问如何过春节。儿子刚从美

国毕业归来，几年学子生活告一段落，终

可在家与我们一起过年。他表姐听了煞是

羡慕，但她还得继续国外的拼搏，继续与

同学们拼春节。姐弟俩约好在网上切磋春

晚感受。

春节前夕，我接到全英学联 !"#$年留

英学子春晚筹备组的电子邮件。一位叫惠

娟的学子向本报报告他们筹备留学生春晚

%&多天的近况。!月 '日 #(时，

筹备组和全体

演职人员在

伦敦洛根大

厅将与广大留英学子一道，用欢声笑语、

歌舞祝福，守候蛇年的到来。

春节前夕，一位留美学子对我说，在

国外，学校是学子集中的区域，春节像一

个纽带，让海外学子觉得心有所系、心里

踏实；年节时刻给了大家交流情感、寄托

思念的机会。学生会组织自己的春晚已成

每年不可或缺的活动，人气很旺。自己的

春晚让他们度过难忘的年夜，让对家人的

思念对祖国的祝福，乘着歌声的翅膀，随

着舞蹈的节拍，漂洋过海，飞回华夏大地。

过春节盼团圆的观念在国人心中根深

蒂固，是其文化基因中最难抹去的一部分。

虽远离祖国大陆，也没有时间回家探望父

母，想去挤春运都不可得，却更觉得乡情

亲情可贵。虽春节在当地不是法定节日，

时间也被学习工作挤压得很少，但学子们

还是要在有限的时空中，尽量营造节日团

聚气氛。虽然“身在异乡为异客”，却挡不

住他们“每逢佳节倍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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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悉尼留学 $ 年了，经历两次春
节。我觉得，悉尼的春节和中国的春节
有很大区别。

在中国，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提前置
办好年货，买新衣服。除夕夜全家聚在
一起看春晚，在震耳的鞭炮声和激动的
欢呼声中度过这特殊的一天。而在澳大
利亚，对于这里的华人和华侨来说，春
节同样是最重要、最热闹的一天，人们
会举办一些聚会，以便和人们分享自己
的喜悦。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海德公园的聚
会。在正月初一前后几天，悉尼的华人
华侨和友人们在唐人街和海德公园举办
聚会。唐人街上的舞狮引得行人驻足观
看。由于春节是悉尼的夏天，有人会开
车去沙滩，一家人一起游泳，一起烤肉
来度过这个幸福的日子。人们不会忘记
春晚，大家会聚在一起，一边吃年夜
饭，一边观看春晚。

当然，在这里过春节总会有不同的
感觉。初到悉尼的留学生们，远离了在
国内的亲人和朋友，在这个陌生的国度
里来度过这个特殊的节日，可能会感到
不适，感到孤独寂寞。但当你融入他们
时，你同样会感到新奇。一个和国内不
同的春节，所有的事情都带着异域风
情，但又夹杂着一股浓浓的年味。

春节已逐渐地融入澳大利亚这个国
家，不管是华人还是当地人都会参加这
个中国的传统节日。我相信，春节将会
被更多的人接受，变得越来越隆重。

（寄自悉尼）

彼岸春深 心系归舟
颜仲华

也许是相距太远，所以就特别顾念；或许是离开
太久，所以就尤其回味。

走在纽约唐人街，看到每家店里摆放的年货和
春节用品，忽然嘴巴馋起来，想念小时候过年吃的那
些零食。“年”在我的记忆里是格格不入的两片景象，
一个是小学时代，一个是现在。走街串巷的拜年，领
压岁钱，燃放爆竹……过年的热闹劲让人想着都无
比开怀。邻居叔叔们总会来，一拨一拨来，一拨一拨
走，笑容满面，和和气气。桌子上的果盘认真摆了各

式糖果、瓜子、果脯。热腾腾的饺子忙不迭地从锅里
捞出摆到桌上。年三十，一家人聚在电视机前看春节
晚会，没多一会儿电视声音就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压过。这才是过年。

春节在这里是受到关注和尊重的节日，是思念
故乡亲人和故友交流的节日。记得去年，学校把春节
定为中国日，每个学生都收到一份中国组合餐。中国
春晚，在美国的中文电视、网络电视等都会播，特别
有亲切感。

春节是中国人大团聚的节日，市政厅的文化大
厅向中国人敞开，中国人在这里聚餐、载歌载舞，好
一派红火热闹气氛。女士们身穿大红色的民族旗袍，
一副喜气洋洋的神情；小姑娘们扎起了羊角辫，跳起
了红绸舞；就连那与中国女子联姻的“老外”，也穿上
了点缀着大钱眼的丝绸大褂；那大名鼎鼎的州政府
秘书长也前来助兴。在欢庆的文艺节目里，最爱听、
最爱唱和最受欢迎的依然是那些熟悉悦耳的经久不
衰的民族乐曲。

我很怀念这些，因为有一种仪式感，一个家庭的
仪式感。这是我成年后对家这个概念最多的印象。飞
鸟归巢是每个身在海外的人都希望的事情。为了科
学梦我跨越大西洋，漂漂泊泊 #& 多年，有精彩有落
寞，千帆过尽却只想走一走归乡的路。小楼悬月几春
秋，重洋彼岸系归舟。不如，归去！ （寄自纽约）

看着国内朋友 )) 签名不断地
更新，“终于抢到火车票了”、“下周要
回家了，好多工作还没做完”，突然理
解了不知道谁说的那句话：“过节是
让幸福的人更幸福，孤独的人更孤
独”。蛇年渐近，孤独感愈来愈浓，庆
幸的是周围的留学生使我并没感到
孤单，因为我们有拼凑的幸福。

没有出国之前，每年春节都会感
叹“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了”，而现在
真正体会到了“年”对于一个中国人
的重要性。我所在的城市没有唐人
街，更没有中国城，只有亚超里囤积
的年货和普通超市里偶尔放起的音
乐，才会刺痛我对欢乐中国年的眷恋
与向往。中国传统里有“过了腊八便
是年”的习俗，而一周前周围的好多
同学都开始对“年”有了计划。

蛇年春节恰逢考试周，众多学子
面对“回家过年”只能徒唤奈何，将其
看作是一个“难遂的心愿”。而一些思
乡心切的同学还是抱着“即使赶不上
初一，也要赶上十五”的心态预定了
回国的机票。对于刚到德国 *个月的
我更是诱惑与考验，我必须留下来过
我第一个离开家的春节。

学校华人的春节联欢就像春晚
对 +$亿中国人一样，是一道我们必
不可少的年夜饭。两周前，学生会已
下发了节目征集通知，排练在学校各
个角落里进行着。室友每天对创作的
相声进行修改与排练，“剧透”使我对
这场晚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吃”作为春节的主要活动，对于

我们这些中国胃来说更是“久旱逢甘
霖”。上周开始，几个朋友就开始游走
于各个亚超寻找年夜饭的材料。面对
国外物资的“匮乏”，我们有时还需要
自己动手生豆芽，做豆腐。一切为了
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乐在其中。

传统佳节我们并不孤单，因为
我们以各种方式享受着拼凑的简单
幸福。 （寄自斯图加特）

春节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
重大节日。作为中国在海外的留
学生，不希望春节只在心中、只
在美好的回忆中。大海的阻隔无
法挡住我们这群中国学子创造
传统年节气氛的愿望。没了在国
内时的“大盼头”，我们一样拥有
自己的“小期待”，那就是自己筹
划的春节大团圆。

去年春节前几周，我们学生
会的主要成员就开始商量如何
为同在异乡的同学朋友们带来
些家的温暖。一番集思广益的讨
论和颇为激励的争辩之后，传统
的包饺子活动成为了首选。分工
停当，各筹备小组便紧锣密鼓地
开始行动了。,组负责采购，在

一位以“会过日子”著称的女生
的带领下，细心地列出了所需的
一切原材料，并比较了几个大超
市的价格，力求为大家准备一场
实惠的团圆饭。-组负责组织器
材，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包饺子需
要的菜刀菜板擀面杖及碗筷汤
勺等。.组负责设计报名表和统
计参与人数，提前向学校租借场
地，安排车辆接送。/组则是多
媒体技术组，是营造大年气氛的
关键。他们要提前准备好春晚的
视频，设置好投影仪和音响，确
保大家在春晚的欢乐热闹气氛

里，享受包饺子的乐趣。0 组负
责签到和组织协调。

事实上，仅有学生会成员远
远不够，需要“充分发动群众的
力量”。一个志愿者群体是志愿
司机同学，在住宿分散的美国，
参加活动前后的拼车行动十分
重要；另一个志愿群体是“资深
厨师”，他们一来就忙活着切肉
切菜拌馅儿，这样活动开始就能
和面擀皮儿开包了。

年三十那天下着小雨，但大
团圆的热闹气氛丝毫没受影响。
我算是“膏药”型角色，哪儿缺人

往哪儿贴。所以，筹备阶段做造表
统计，活动开始做迎宾和签到，收
取活动 ,,制费用。每到一车人，
大家就寒暄一阵，虽赶不上国内
拜年的热闹劲儿，却也很有亲切
感———我们来自同样的地方，我
们有着同样的经历，现在我们一
起在这块陌生的大陆上点起一堆
温暖的篝火，携手走进新的一年。

在北京读书时跟舅妈学的
做馅儿擀皮的本事派上了用场。
围裙一穿，袖口一挽，俨然觉得
自己是个地道的饺子师傅———
我和的面还真得到了东北同学
的肯定呢！春晚视频已经开播，
大家一边看一边回忆往届春晚
中印象深刻的节目，就好像又回
到了家乡。由于加州冬时令比国
内慢 +1个小时，有的同学已经
禁不住好奇，在网上搜索了春晚
一睹为快，此时摇身一变，成为
评论者，精彩的言语又增添了不
少乐趣。说说笑笑地干活，时间
便过得很快，不一会儿，桌上便
是满盘满盘的饺子了。有趣的
是，这些饺子形状各异，有常规
的对折粘好的，有捏着褶子的，
有捏出花的，还有看上去像烧麦
甚至馄饨的。大家相互讨论着自
己家乡的过年习惯，学习着对
方包饺子的奇特方法。尽管有
的同学是第一次见面，但谁不
说这就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呢。

学生会营造家的温暖
李倩怡

拼凑幸福，学子不孤单
薛 帅

同学相聚包饺子
管 健

留学悉尼三年
别样春节新鲜

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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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因为在芬兰交换，所以不能
回家过年了。思乡之余又不免对如何在芬兰
过一个别样的中国年充满期待。听同学说，
在芬兰过春节一般都是和中国同学聚在一起
吃饺子，放烟花，通过网络看春晚等；在赫
尔辛基的同学会参加当地举行的中国年晚

会，赫尔辛基大学甚至会举办自己的春晚。
但在图尔库，今年我住的学生村里只有屈指
可数的几个中国同学，如果只是我们几个一
起过年，明显不够热闹，所以邀请外国的交
换生和芬兰当地的同学一起过我们的中国年
的想法油然而生。

每当和外国留学生谈论起中国春节，他
们对春节文化都非常感兴趣，大多数外国同
学的第一反应就是：饺子、中国红、龙等这
些象征性的标志。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的芬
兰同学亨利告诉我，他知道“红”在中国象
征着好运、好兆头，长辈会给晚辈发“红
包”。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让我颇为惊讶，
不由得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也有一些有趣的
误解：一个瑞士朋友菲利普对我说：“我知
道你们最有名的‘饺子’叫做‘狗不理。’”
他的话惹得我哈哈大笑，花了好长时间才跟
他解释明白包子和饺子的区别。还有一位法
国同学克莱尔对我说：“我每年 !月 (日会

通过网络给你发祝福的！”我笑着说：“每
一年春节的公历日期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
是用中国农历来计算新年的。”听得她好像
一头雾水。

为让外国同学对中国文化更了解，我计
划邀请他们在除夕夜一起来包饺子，吃年夜
饭。之后可以借着芬兰冬天冰雪之国的条
件，一起到外面滑雪、堆雪人、打雪仗、放
烟花……对于这个别具一格的国际化中国
年，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不，我已在腊八
节提前邀请一些外国同学来公寓接受“包饺
子培训”，以免他们在除夕夜被面粉和饺子
馅搞得太过狼狈。有趣的是找不到合适的食
材和器材，我们就用面包粉作饺子粉，用啤
酒罐充当擀面杖。包出来的饺子千奇百怪，
但大家都非常享受包饺子的乐趣。第一次吃
到自己包的饺子，尝过自己的手艺之后，同
学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说：“23 456 7889！
:;<=;>3！”（棒极了）

（寄自芬兰图尔库）

中外同学春节大聚会 颜仲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