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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节、盼团圆，对于海归来讲，更是“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头”。与长期待在国内的中国人不同，海归

都有过一段远离祖国、漂洋过海生活在异域文化中的

经历。在异域他国，春节非法定节日，他们大都无法

归国与家人团圆，共度佳节，只能通过越洋电话遥寄

祝福，常常乡愁萦心。

虽然春节越来越国际化，让身处异国的中国人多

少能在不同国度里感受到过春节的氛围。不过，对于

有着浓厚的“团圆”情结的中国人来讲，这无

论如何都无法与在国内和家人共度新春相比。

正是有过这些经历，海归对于春节、团圆

有了新的体会，更加珍惜每一次感受中国传统

节日的机会和与家人团圆的时光。正如北京语

言大学讲师余葵所言，归国后，她对春节更加

重视，无论多忙，每年春节都会回家与家人一起过，而

包压岁钱、做年夜饭、放爆竹等每个过年的细节，她都

会依据传统细心地安排。

事实上，经历过在海外对过春节的渴望后，春节对

于海归来讲，已不仅意味着与家人团圆，更是对中华文

化的重新认识，爱国情怀的进一步提升。正是这种乡愁

与眷恋，强化了海归对祖国的爱。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子，带着求学的梦想离开祖

国，带着报国的梦想回归祖国。曾经留学芝加哥大学的

王悦在谈完在美期间过春节的经历后说：“我更愿意回

来，我觉得想创业，还是得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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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外面闯荡，希望在法国赚到
第一桶金，但再怎么飞，年还是要在家
里过。”法国兰德公司负责人兰智永
说。独自在外经营公司，逢年过节归国
团聚，兰智永将事业与家庭看作西来
东往的理由。

在法国过春节的经历中，兰智永
最难忘的是在巴黎见到的场景。华侨
在华人社区庆祝春节，附近的法国居
民也来参加，“还看到舞龙舞狮表演，
既惊奇又惊喜。”兰智永说。

在兰智永看来，近几年，越来越多
的法国民众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产生兴
趣，过中国年成了时尚。

除了大型庆祝活动，学生联合会
筹备的联欢会、准备的家常菜，让和兰
智永一样的游子有了家的感觉。

在法国居住多年后，兰智永对异
乡的春节有了新的体会。“刚到国外
时，过春节，看到一些朋友边喝酒边埋
头哭，自己并没在意，后来却有了相同
的感觉，这让我更加看重与家人一起
过春节。”

最近三年的春节，兰智永都选择
在国内陪家人度过。做过国际贸易、搞
过旅游服务的兰智永，在创立自己的
公司后，有了更多自由安排的时间。他
始终难忘小时候过年放烟花、点爆竹
的快乐。

经历了长时间的在外打拼，从新
鲜到孤独再到寻根传统，“中国年家里
过”成为兰智永最终的选择。外面闯荡
与回家团圆并不矛盾，在他的心中，
“再怎么飞，年还是要在家里过”。

新的一年，一心想办好公司的兰
智永对国内环境赞誉有加，他希望能
有更充裕的时间呆在国内。此外，家人
能够平平安安是他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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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珍惜团圆的可贵
陈景收

在新春来临之际，海归王悦向笔者对比在国内外过春节的感
受。电话那头时而传来轻轻的叹息，时而传来爽朗的笑声，仿佛所
有的酸甜苦辣就在此刻发生。

!""!年，王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 #$%，开始了为期两年
的留学生涯。“第一年，由于我刚到美国还不太适应，而且我丈夫
也没来，所以这年的春节过得很不舒服。”王悦说。

为了减轻这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苦涩，
王悦决定让丈夫第二年到美国与她一起过春节。为了营造春节气
氛，王悦在百忙之中邀请 &"多位朋友到她的公寓聚会。

这一晚，王悦的公寓张灯结彩。大家一起包饺子，春节气氛浓
厚。“总算是真真正正过上一回春节了。”时隔多年，王悦说起这
句话时，依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如今，王悦归国已近 &" 年，过春节的方式也已趋于平淡。
“因为我每年春节都和父母一起过，他们老人家都是按照传统的方
式过年，不太有什么改变。”王悦说。但是，对于春节的意义，王
悦则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国外待过才会更加珍惜这种团圆的可
贵。长期在国内，可能对过春节比较习惯，感受不会这么深。”

谈起第一次回国后的春节，王悦显得依然有些兴奋，她略微升
高声调：“那感觉太舒服，太放松了。我甚至觉得有点奢侈，好像
要更加珍惜每一分钟似的，感觉和家人有说不完的话，家人也很愿
意倾听我在国外的见闻。”那时，王悦有一次在车上听到了肯尼·金
的《回家》，“那感觉特别好，突然觉得这音乐的意境怎么会这么
美。”王悦说，“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过节，亲情是永远不变的内
核，而且，距离越远，感觉越深刻。”

“哪儿的春节都不比家热闹！”北京语言大学的教师余葵
说。

余葵于上世纪 '" 年代去德国留学，并在那边工作了 (

年，其间有三四年都没回国和家人一起过春节。据余葵回
忆，那时候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少。在一个聚会上，太
久没见到亚洲面孔的余葵，兴奋地发现了一个亚洲女孩，但
冲过去后却失望地发现，原来那个亚洲女孩竟是镜子中的自
己。所以，在那个年代，中国留学生过春节是一件非常小众
的事情，以致于有时候余葵到了大年初二才意识到原来除夕
已经过去了。

二三月份正值德国科隆一带的狂欢节，不愿一个人过春
节的余葵把春节和狂欢节一起过。她说，在出国之前并没有
很用心地过过春节，所以在那时看到欧洲人事无巨细地为狂
欢节筹备，再反思自己对春节的态度，余葵突然产生了对于
祖国传统节日的渴求和对于家人团聚的向往。

在余葵的心里，归国过春节不仅是和家人团聚，也是和
自己本身的文化团聚。“你可以出去留学、工作、交流，但
是最终的归宿还是应该和你熟悉的文化土壤在一起。”她还
利用空闲时间去学习京剧。回到祖国之后，余葵对传统节日
非常重视，尤其是春节。无论有什么事，春节一定要赶回老
家和全家人一起过。包压岁钱，做年夜饭，放爆竹，煮汤
圆，每一个细节都会依据四川老家的春节习俗被细心地安排
好。
“大年初一去拜年，”余葵说，女儿刚刚学习了

这首祝福歌，“今年带她回老家过年，让孩子唱给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听。”现在孩子年龄尚小，不
能明白母亲为何要如此严格地遵照传统
过春节，但是余葵说，即使缺乏传统的
氛围，还是希望中国的节日传统能够一
代代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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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留加拿大分
会会长闫长明的回忆中，留学时虽然清
贫，年却过得很温馨。每到春节，闫长
明都要把同学好友聚在一起，大家一起
请“病假”不上班，做一顿“中国味
儿”浓浓的春节家宴。

如今，闫长明工作在中国，家人在
加拿大，所以总是两地奔波。但是，一
到春节，不管多忙，他都会到加拿大和
家人团聚。他说：“虽然加拿大的春节
要比中国晚 &) 个小时，全家人还是会
像往年一样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
晚会。”

而这些年来，闫长明觉得加拿大的
春节气氛明显浓了很多。“现在每到春
节，加拿大的商场、餐厅都会进行一番

红红火火的布置。许多当地人连‘恭喜
发财’都能听得懂了！”

作为留加分会的会长，闫长明在重
视与家人团聚的同时，也热衷于把大家
组织起来，一起过个红火的春节。在欧
美同学会，同学情谊让各个年龄段、各
行各业的海归组成一个大家庭。

& 月 !" 日，今年的留加分会新春
联欢会伴随着一场瑞雪举行。留加海归
扶老携幼而来，一起“忆当年岁月稠”，
更互致新春的问候。每个人都为这场团
圆的乐事贡献力量，或施展才艺，或带
来新春的贺礼。

为了这场联欢会，闫长明和分会其
他组织者精心准备了很久。他笑道：
“借联欢的机会，大家可以交流一年来

的心路历程，也可以寻求事业上的指导
和帮助，还有热心的‘学姐’帮姑娘小
伙子牵线搭桥。”

春节期间，闫长明还要为远在加拿
大的所有会员送去关怀和祝福，邀请他
们回到祖国创业。热心肠的闫长明一直
致力于用自己成功的经验帮助海外留学
人员回国创业。让更多的人回国创
业，对他而言才是真的团圆。

!""* 年至 !"&" 年，海归白向阳在美
国工作，后归国创业。第一年到美国时，
正值春节，白向阳接到朋友的电话，让他去
家里吃“正宗中国油条”。“其实油条又硬又
涩，实在难以下咽，”白向阳说，“不过又那么
与众不同。”寻常百姓家的油条，出现在异
国他乡的春节晚宴上，也许是他久经漂泊后
尝到的家的味道。

回国后度过的几个春节，他感受颇深。

他说：“有一年，+年未归国的儿子与妻子从
美国回家过年，未至家门，患有腿疾的母亲
听到孙子说话的声音时，跳下床，飞奔向他，
搂着孩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笔者听到白
向阳颤抖与哽咽的声音。

白向阳说：“国外也会有春节，但是
没有国内的热闹。我现在在国内创业，可
以陪母亲在家过年了，但我的妻儿却在美
国，希望他们能早日回来过年。”

聚起朋友过好年
冯倩丽

盼妻儿归国团圆
张 玉

回国后，王悦 （左一） 更加珍惜与家人共

度春节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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