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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无论你是在银装素裹的圣彼得堡、纽约、

伦敦、巴黎，还是在骄阳似火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里

约热内卢、堪培拉、悉尼、约翰内斯堡，精神日历都

指向一个“春天的节日”，这是因为伟大的中华文化

赋予了我们同一种对时令独特的感知基因。

此刻，无论你是初到异国的新来者，还是数代

移民之后的本土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欧

亚大陆东部这个令人魂牵梦萦的土地，因为这是伟

大的中华文化赋予了我们同一个心灵故园。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梦想，

到异域奋斗拼搏，但是，他们时刻清楚地知道，无论

世事变幻如何沧海桑田，自己和后代的身上都深深

打上了中华文化烙印，从面容到肤色，从举手投足

到思维方式等等。他们与那片养育了他和他祖先的

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注定了某种天然联系。于是，我

能够真正理解：在“神九”和“天宫”完成太空“穿针

引线”壮举后，他们为何眼含泪花；在蛟龙号深潜

1---米传出后，他们为何欢呼跳跃；在辽宁号航母

正式服役、歼0)" 战机成功起降后，他们为何激情

相拥……于是，我能够真正理解，在这个欢庆的节

日里，他们为何还牵挂着南海一望无垠的碧波、东

海涌向天边的排浪。

让我们共举杯，庆五洲同春，抒中华情怀！

五洲春
中华情
张保淑

一年一度过年自制的川味腊肉和香肠
在后院高高的梨树枝上又挂起来了！应和
着厨房里制作汤圆馅料的搅拌机声，那是
一种来自故乡的味道，想着日益临近的春
节亲友团聚，我在美国新泽西家的年味就
这么渐渐聚集起来。

来美定居 ,-年了，今年春节又将是个
不能回家的春节。这些年我们这些新一代
美籍华人虽远离故土，然而内心深处那些
中国文化的烙印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显得更
加清晰。

仍清楚地记得在西弗吉尼亚大学过的
第一个春节。大使馆派来春节慰问演出团
来校，也许是第一次在异乡过年，每逢佳

节倍思亲吧，大使那以往觉得格式化的开
场白：亲爱的海外留学生同学们，祖国人
民牵挂着你们！竟引出内心翻涌，热泪直
流。

时间就在不经意之间过去了。某一天
我发现，在这里不被重视的“过年”这件
事，在我的骨子里仍然非常期待。我发现
带着自己的文化特色的过年氛围总能出彩，
受到周围朋友、同事和孩子们的欢迎。美
国毕竟不是中国，很多事情必须自己去做，
很多气氛必须自己去营造。我作为母亲和
家庭移民的始作俑者，必须用心去寻出我
们的文化根基以提升我们在异乡的生活。
而首先就是一定要好好地“过年”。

记得是从跨世纪的那一年开始，过年
前我每年都会把家里每个人过去一年里的
大事小情回顾归纳一下，再选配上照片，
写上一封图文并茂的总结式家书，汇报给
在远方的父母和亲朋，让他们了解我们海
外生活近况，以此向家人送去节日祝福、
给他们拜年。十多年过去了，这份家书也
逐渐成为家人过年的期盼，成了家庭文化
品牌。

每年春节前，孩子学校的老师都会向
班上的中国学生家庭发来书信，征求学生

家长自愿者到班上给各种族裔和文化背景
的孩子们讲讲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过年的习
俗，我总是带着穿上中式服装的孩子，带
上一些中国的糖果和装有零钱的小红包，
分发给同学们。

镇里的图书馆近年也和中文学校一起
筹办春节文艺节目。春节临近，图书馆里
处处可见东方特色的装饰，让居民们感受
到中国年的气氛。前几天我在路上碰到负
责今年春节文化活动的校长，他正为筹划
的事费神呢。与以往需要临时凑上一个妈
妈舞蹈队或娃娃舞蹈班不同，现在本地区
已有了不少半专业的华人文艺团体：儿童*

成人民族舞蹈团、腰鼓队、武术队、黄梅戏剧
社，昆曲社等。居民们期待着一台好戏。

虽然在美国，我们的“年味”是散落
的：是在中国超市置办年货的人群中间；
是在中国城街边喜庆的“广式”拜年音乐
里；是在中国餐厅邀约团圆年聚餐的言谈
中；是在中文学校、图书馆文艺节目排练
表演的舞台上；还有在朋友聚在一起做香
肠腊肉汤圆馅的厨房之中；在那年三十亲
友聚在一起看国内春晚、吃年夜饭的餐桌
上……哎哎，也是不少了，真的。

（寄自美国新泽西）

飘在他乡的腊肉味
红 兰

澳大利亚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倡
导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各个民族都十分
珍视自己的传统节日，春节特别热闹，据
说它是唯一由联邦议会立法允许华人放假
的民族节日，也是唯一允许华人在那天燃
放烟花爆竹的日子。

我在澳大利亚度过了 ,- 多个春节，
感觉一年比一年隆重热烈，参与欢
庆的人们也一年比一年增多，而且

有越来越多的非华裔族群
参加到欢庆的行列
里来，几乎成为一

个全社会共同
的节庆活
动了。

每 逢

春节期间的那个周末，唐人街上的舞龙舞
狮必不可少。墨尔本华人最引以为的自便
是拥有全世界最长的一条龙。平时它在澳
华历史博物馆里展览，一到春节便飞舞到
唐人街上大显身手了2而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舞龙舞狮的队伍里有不少是黄发头蓝眼
睛的澳洲小伙子。

唐人街上的小吃摊位也很受欢迎。以
前大多是一些广东点心，现在中国东西南
北的各式名点几乎齐全了，不管华人还是
西人都争相品尝，乐得摊主们笑得合不上
嘴。此外还有一些卖春节年货的店铺生意
也很红火，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当年的生肖
礼品，大多是顾客购买后送给自己的华人
朋友的，少不了还要学一句“恭喜发财”。

写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下每逢此时唐

人街必有的“儿童乐园”，那是由我们新
金山中文学校主办的推广汉语及中华文化
的场所，也是中西儿童们最喜欢逗留的好
去处。老师们在这里教孩子们剪纸、捏橡
皮泥、画脸谱、写毛笔字和唱儿歌，那些
洋娃娃们学说中国话，模仿得字正腔圆，
一本正经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

春节的唐人街，还是澳洲政客们光
顾出没的地方。从联邦到州、市各级政
府官员和议员们，往往利用这样的机会
走进华人社区，与选民们套近乎。当然，
看得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真心实意
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华人是为澳洲作出
巨大贡献，格外值得尊敬的族群。去年
的春节游园，联邦总理吉拉德来到墨尔
本唐人街，挤得她差点儿掉了高跟鞋，
但也出尽了风头。

让春节成为全澳人民的共同节日，让
澳大利亚各族民众都来分享优秀的中华民
族文化，是近百万居澳华人的真诚愿望。
这个心愿正在逐步实现。

（寄自澳大利亚墨尔本）

唐人街上的春节游园
孙浩良

匈牙利的中国新年，年味儿总是淡
淡的。春节本应让人充满辞旧迎新的精
气神儿，而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而言，
春节时，乡愁味道更浓一些。

春节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风
俗。然而，对于身在异乡的大部分海外
华侨华人来讲，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像我这种有孩子在这里就读的家
庭就更难了，因为这儿的学校春节没有
假期。

在匈牙利，春节就是日历上的平常
日子而已。但对我们这些曾经在国内生
活了 ,-多年的人，春节伴随我们长大，
已成为深入骨髓的习惯。过了圣诞节、
元旦，我们就开始翘首企盼着春节。

年三十这天，我们会给自己放半天
假。我们忙着回家置办年夜饭，看春
晚，穿新衣，给孩子发压岁钱。只是，
这里少了鞭炮礼花红灯笼。家里也会贴
上春联福字。在目前如此恶劣的经济环
境下，贴在外面就招摇了。

春节晚会开始时，正是布达佩斯 (#

时。我们一边和面、拌馅、包饺子，一
边有一搭无一搭地看春晚，忙里偷闲地
对没认真看的节目品头论足。这时的 (1

时，北京时间零时，新年钟声敲响。在
特定的钟点和国内家人通个电话，或者
网上视频一番，算是拜年了。初一还要
照常上班。

我时常想，是什么使身居海外的华
人时常感到孤独？在异国他乡，我们总
是怀揣着一种希望，希望自己融入其中
成为该社会的一分子。而愈想融入愈说
明了内心世界的孤独，因为自己的文化
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文化，因为自己的
许多文化特质无法被这里的多数人认
同。

所以，我们孤独。
或许我们只能做文化混血人。
每每想到这里，心里涌起的除了淡

淡的酸，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我们承
载着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的重担。让世
界发现中国的美，感觉自己责无旁贷。

（寄自匈牙利布达佩斯）

身在匈牙利
怀揣中国心

董 平

陈竞坤，美国硅谷科技协会理事，
国外工作 ,-余年的华人，难忘自己一
次回家过年的经历。

工作常年在外，许多年甚至连春节
都要在外面过。像陈竞坤这些生活在
硅谷的在职者，春节的节日气氛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春节是在工作日，还是周
末。“因为在美国，公司没有春节假期，

若春节这天是周末，华侨华人朋友
们可以聚聚，享受一下亲情、友情
的交流。”据陈竞坤介绍，三藩市

特别是中国城还会有大型
的春节庆祝活动，连每

年的正月十五都
有一次元

宵节的大游行。春节期间盛大的摆街
会，舞龙舞狮的表演，上百个摊位生意
兴隆，是欢庆，是商机，或是……对家乡
的思念。“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
在远方”。欢腾的庆祝时刻，他的耳边却
回荡着这样一首歌。在异国他乡度过的
春节，总会伴着些许的落寞，是中华儿
女，团圆的日子里，却似在他乡流浪。

今年陈竞坤准备回国过年。“今年
我将提早飞回中国准备与亲人过春节
了。在出国工作的二十年里，我曾有这
样一次，大年三十坐飞机回中国，一个
人坐三个座位，感觉好的不得了。看着
空服员脸上洋溢着喜气的笑容，我知
道，节日到了。”

陈竞坤工作繁忙，在飞回中国的前
一天还要接待国内来的招商招聘团。然

而他的心是温暖的，癸巳蛇年的
春节，他将与家人团圆。再次登

上回国的飞机，眼里的一
切都让他感到温暖。

飞回中国过大年
李岁竹

“我们无论到哪里，都会带去中华文化。虽然在
美过春节不放假，但我们华人对它的重视丝毫不
减，就像在国内一样。”美国关岛大学终身教授邹有
所这样说。

二十几年里，邹有所由于工作原因，春节基
本上都和家人在国外过。为了让在海外出生的孩
子继承、保持中华文化，像邹有所家这样的许多
华人家庭都在自家的门上贴上春联，并在大年三
十晚上燃放鞭炮，给孩子们压岁钱或新年礼物。
虽然白天要上班，晚上却一定要准备丰盛的节日

晚餐把全家人或朋友们聚在一起欢度节日。有时，
还会开个小型家庭文艺晚会、自娱自乐、或者找
到一台可以收看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春晚的电视。

据邹有所介绍，在比较大一点的城市，华人
的民间团体（如联合会，协会，同乡会等），也会
排练、表演文艺节目，或者举行其它如舞狮子、
玩龙灯等庆祝活动，好不热闹。
“在海外过春节，虽然自己自娱自乐，但每逢

佳节倍思亲，会格外思念在国内的亲人。”邹有所
说，春节时他会打国际长途电话和国内的亲戚朋
友祝贺节日，交流国际、国内过春节的场面和情
形。对国内亲人、朋友的思念溢于言表。

在邹有所心中，春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
是中国家庭观念、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即使身在
他乡，也一样认真准备，同时也享受着春节。

春节习俗不能忘
李岁竹

!澳大利亚举行春节联欢活动

传
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