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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喜欢带着

孩子到专门燃

放区去放爆竹

凑热闹。哈，

这真是一个最

能体会“过年

味”的地方！如

今这些年，中

国内地的春

节，也和西方

的复活节、圣

诞节一样，越

来越成为他们

节庆当中很重

要的部分。 她在香港出生和长大，从小就接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设计邮票让

其有机会“向中国的古老传统和民间

传说致敬”。而澳大利亚邮局每年致

力庆祝这个佳节，对庞大的华人社区

“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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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港台春节风，已经由近及远、横跨东西，形成了多重“影响弧”，不但

吸引着北京人和上海人，吸引着旅游的外国人，更随着港台人的足迹所到之处，

在欧美一些地方的唐人街落地生根，或跟主流社会打成一片———

家住北京的蔡女士今年春节有个特别
计划———带 !岁的儿子去香港过个不一样
的年。

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蔡女士已经做
好了一切准备：在网上预订回老家温州、去
香港以及从香港回北京的机票；预购 "张
迪斯尼乐园的二日游门票，“旅游攻略说，
迪斯尼要玩两天才比较尽兴，所以买两天
通票比较划算”。酒店也一并订好，到香港
第一天住迪斯尼酒店，后 "天住铜锣湾，这
样玩起来顺路，也兼顾逛街扫货计划。甚至
连香港地铁的八达通卡，太平山小火车的
票，蔡女士都预先通过网络订好了。

内地人钱包鼓了，过年不再是吃顿团
圆饭，看个春晚再去亲戚家串串门，去外地
尤其是温暖的南方城市过年近年渐成风
潮。香港当然是个热门之选，一来，购物天
堂在过年期间会推出大的折扣；二来，香港
中西合璧的年味风俗别具风情。

农历新年期间，迪斯尼乐园和
海洋公园都将布置一新，推出各种
结合东方年俗和西方文化的表演、

主题活动，礼品与餐饮。比如迪斯尼乐园，
今年主推“金”年有福贺新春活动，园区将
处处金光灿灿，给游客创造浓浓的吉祥喜
庆气氛。蔡女士说，这次旅游主要是为了给
儿子“开眼界”，不过说实在的，香港独特的
年俗风味，“对我们大人也一样有吸引力”。

今年推出的“金”年有福贺新春活
动，期间有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代表队参加，是一次世界文化交流、旅
游观光的盛会。新春第一天，会有花车巡
游，初二晚上如果天气好有烟火表演。蔡
女士说，一家人还准备去香港的啬色园黄
大仙祠看看，听说那里香火鼎盛，过年期间
会有很多善男信女前来诚心参拜，祈求神
灵保佑来年事事如意。附近还有众多的算
命摊位，为人解签批算。“这种场面在内
地已经不那么多见了，我想让孩子看看，
也算了解一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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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白领：

带孩子去香港
过个年
本报记者 王 平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港台贺岁的

借风漂洋过海
香港有不少年头久远的老餐厅，像镛记是比较有名

的，还有一些虽然不出名却在当地很有口碑，“我们要找

机会好好品尝一下，体验下真正的‘古早味’。”有海外游

客如此说。

港台春节是什么味道？如同港台食物里那朴实的古

早味（古朴原始的味道），初尝感觉淡雅，但细品却愈觉浓

郁。这种味道随着两岸四地交流的深入，随着港澳台与海

外社会互动的频繁，而越飘越远。

内地白领到港台过个春节，已经不是新鲜事，也有

很多台商选择在大陆比如上海过年。到台湾旅游或工作

的外国人，留在台湾守岁的也常见诸报端，港台年轻人

也往往趁春节假期到国外游玩。港澳台那些旅欧居美的

华人，出去得早。随着这些年大陆出去的人越多越多，

大家都是中国人，节庆也渐渐合流，有时几个社团一起

过年。

每到春节，许多国家的中国城内游行唱戏，异常热

闹。各国上到总统、市长下到普通民众也纷纷向华裔拜

年贺岁。有的国家还把春节定为公共假日，发行生肖邮

票。西方人也觉得，春节是个“好兆头”，“好运相”，给生

活带来祥和与欢乐……

外国人到底为什么喜欢过中国春节呢？散落四方

的海外华裔推介功不可没。而在漫长的华侨史上，港

台移民到海外者，曾主导了唐人街的春节文化。

华侨华人把过春节看做维系中华文化的“根脉”。

平日里生活在西方人文环境也就罢了，到了中国传统节

日时，却对中华文化“团圆”、“喜庆”传统充满亲近

和依恋，春节是包括港台华人在内的海外游子舍不下的

一份寄托。

没有互动就没有交流，只有走出唐人街才有出路。

如今的港台春节风，已经由近及远、横跨

东西形成了多重“影响弧”，不但吸引着

北京人和上海人，吸引着旅游的外

国人，更随着港台人的足迹所

到之处，在欧美一些地方

落地生根，并逐步跟

主流社会打成一片。

原本我就像大部分在台湾的
外国人一样，很怕台湾人过年，
因为大家都回家去了，没有人理
我们，街上也没有东西吃！只有
麦当劳和超市，好饿啊！如今在
台湾过年次数多了，我愈来愈有
经验了，知道如何好好度过台湾
的春节。

台湾人好爱过年，从过年前
一个月就一直讲：要过年了，要
过年了，好想回家；做什么事都是
为了过年，打扫、买衣物、买车票、
礼物，还有包红包。在日本，我们已
经完全不过农历的节日了，只有阳
历 #$月底，公司会举行“忘年会”，
元旦放 " 天假。就算我们不回老
家，父母也不会骂。

但台湾人就不一样了。你们

非常在意家人，所以过年的时候，
留在台湾的外国人就很可怜了，
没有人理！我后来有厨房可以自
己煮，但有些住在宿舍的外国朋
友，就很惨了，整个过年非常无
聊。

有一年在台湾过年，我几乎
变成“尾牙女王”，一共跟着朋友
吃了 % 个尾牙，有出版社的，有
朋友邀的，有些人还是第一次见
面，我几乎靠尾牙过日子！哈哈
哈！

台湾人很好客，不认识的人
也可以一起吃尾牙，在日本的
“忘年会”很少邀请陌生人的。有
一年到朋友家过年，完全见识到
台湾式的过年方式，&' 岁的老奶
奶一直喊着“红包”、“红包”，

连 我 都 有 一
份！

我 很 好
奇，台湾过年
一 定 要 打 麻
将？而且连小
女生也打？很
厉 害 。 在 日
本，麻将只有
中老年女士才会玩，
没有女生玩这种游戏。但在台湾
我发现，过年时走在路上，巷子
里家家户户都有麻将声。

过年最恐怖的事是放鞭炮，
不过，选举放的鞭炮更恐怖！今
年，我想试试也来放鞭炮，那种
一大串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在
台湾一定要尝试一次！

外国人在台过春节：

一口气吃了七顿“尾牙”宴
青木由香 （日本画家兼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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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澳大利亚邮政近日推出一套蛇年纪念邮票，

其中包括一个莲花小型张。邮票一发售就非常抢手，无论是当地华人还是白人
群体都纷纷购买。墨尔本华裔设计师潘德妮负责设计，这已经是她为农历新年
推出的第 (套生肖邮票了。

这套蛇年纪念邮票分为 )*+元（澳元，下同）面值和 '*(元面值。,*+元面
值的邮票画面主体为“蛇”的汉字，而 '*(元面值的邮票则是“蛇”的象形文
字的衍生体，而且加入了中国剪纸的元素。小型张则用中英文讲述了半人半蛇
的女娲七日造人的故事。

潘德妮在香港出生和长大，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设计邮票让其有机会“向中国的古老传统和民间传说致敬”。在潘

德妮眼中，澳洲邮局每年致力庆祝这个佳节，对庞大的华
人社区“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行动”。

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侨民不断增多，春节
也越来越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节日。兼

容并蓄两岸三地年俗，并因地制宜结合主流
过节特色，形成颇具异国特色的中华传
统佳节。春节期间的文艺演出和家庭聚
会，活跃了经济，也凝聚了假日气氛。

潘德妮等人较早融入澳洲主
流社会，通过文化的纽带，无形
中带动了当地人对春节的关注。
比如近些年，澳大利亚政要春节
都要到唐人街给华人拜年，还用
舞狮队和财神爷开道……

不过当地人“凑热闹”也很
有意思。悉尼的一个华人教师受
访时说，她所在系的秘书也吵嚷
着要在农历新年为师生们准备
“红包”，可问她“红包”里放什
么，她竟然回答“茶叶袋”，令
人忍俊不禁。

澳大利亚蛇年邮票

是香港人设计的
常 工

澳门是
中西方文化互动共融之
地，土生葡人越来越接受春节恰好证
明这一点。“春节同样是我们隆重的节日，除夕晚
上酒楼里吃年夜饭，家里也会上香。还有大年初一也
要给亲友拜年的。”土生葡人马小姐说。

除夕夜，她最喜欢带着孩子到专门燃放区去放
爆竹凑热闹。哈，这真是一个最能体会“过年味的地
方！噼噼啪啪震耳欲聋的爆竹声，裹着浓烈的烟雾，
连同放爆竹者的喊叫声、嬉笑声，像是把一颗心放在
沸腾的“年锅”中煮似的，令她和孩子兴奋无比。

马小姐回味说，在一个教堂、堡垒、欧式建筑物
林立的地方放鞭炮、逛花街，总有种时空交错的感
觉。除夕晚零时，他们一家人会去妈阁庙和观音堂参
拜。在市中心的街道和广场上，有各式各样的贺年节
目，如舞龙、舞狮、音乐及舞蹈表演，这个时候孩子往
往就拽住她，“妈妈妈妈”地叫着，不肯再迈步。农历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是新春的另一个高潮，她一家人
除观赏花灯和猜谜语之外，还吃汤圆，“因为汤圆寓
意家庭团聚，生活美满”。

春节是个风向标。像马小姐这样的
土生葡人，在澳门大概有 , 万
人。马小姐介绍，回归以
前，土生葡人容
易当公务

员，信天
主教还可以领救济，
学习葡文也是免费的，甚至土生
小孩也不爱和华人小孩玩。但如今这些年，
中国内地的春节，也和西方的复活节、圣诞节一样，
越来越成为他们节庆当中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进
教堂也进庙宇，拜圣母玛利亚也拜天后妈祖。”马
小姐说，她的婚礼仪式，就是上午穿着婚
纱，在铺满白玫瑰的教堂中接受神
父的祝福，下午又换上端庄
华丽的中式旗袍，迎
候宾客。

在多伦多一所邮

局，一名当地青年展

示印有蛇年生肖邮票

和收藏品品种的海

报。

舞狮是

澳门春节不

变的庆祝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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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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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港

澳台华人在

内的海外华

社，春节期间往

往举行各种欢庆游

行，向主流社会推介

中国传统文化。

春节期间土生葡人

在澳门大三巴前跳起了

欢快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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