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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旅行，爱美食，
爱学习，也爱中国文化。
这是来自意大利罗马的

“80后”小伙子Pier给笔者
的第一印象。打开他的朋
友圈，从秦始皇陵到东方明
珠，从宫保鸡丁到小笼蒸饺，
甚至还能看到“惟愿此生在杭
州”这么“文绉绉”的感叹。

Pier 去年 9 月来到北京，目
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汉语，

租住在海淀区魏公村的公寓。他对于北京的喜爱溢于言表：“一
个词：开心。这里的生活非常舒适，与当地人相处愉快。我爱上了
这里，不愿意离开。”

在Pier的眼中，北京是一座充满活力与信心的城市，像青年一样
在攀登高峰，像竹子一样在拔节成长。“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作机会也
多，每天所发生的变化令人兴奋，这里的氛围与我家乡的‘倦怠’与‘停
滞’完全不同。虽然自己一个人住，但我的生活并不孤单。北京人热情友
好。半年前刚来这里时，我‘举目无亲’，但不久后就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我喜欢‘探索’这座城市。与颐和园、故宫相比，我更喜欢徜徉在清
静的小胡同。春节时，我想再去那些胡同拜访一下。”Pier 说。说起春节，
Pier说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春节是在泰国清迈的中国城度过。这次他特地从
意大利提前赶回北京，就是为了体验原汁原味的“春节”。“我的中国朋友告
诉我，春节是为‘求福’，‘福’代表着‘好运（lucky）’。”

Pier喜欢给建筑物拍照，他觉得在春节时北京的建筑物会更有魅力，无
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都会别有一番风情。他说，北京比香港等其他城市
更有魅力的原因在于北京有“长”的历史、“老”的文化，就像罗马一样，而
这，是城市的魅力所在。

“我2007年来中国的时候是为了在天
津理工大学学习一个暑期的汉语，那个时

候我还是一名本科生。后来 2008 年奥运会
时我又来北京做了一名媒体服务的志愿者。

2011年到2013年我在清华大学拿了一个财经
新闻方面的硕士学位，随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

生活了下来。现在在汉能（Hanergy）这家公司做
媒体关系方面的工作。”

说起在北京过春节的经历，来自美国的 Nick
将关键词定位在自己的假日生活上。

“因为我和女朋友住在三里屯附近，所以我对北京
东边的一些地方都比较熟，也经常和朋友一起逛三里

屯、东直门、雍和宫等地方。我实在是爱死了春节时北京
的‘空旷’。虽然我在北京只过了两次春节。第一次是2013

年，那时我还在清华读书，那个春节我就和朋友留在学校
里。我们到北大未名湖去滑冰，又去了地坛庙会，一起玩了

一些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游戏。去年我也是在北京过的年。这
一次我不光是和朋友一起去了一些酒吧庆祝，也利用这个时

间在三里屯SOHO上了一个集中的汉语培训课程。”他说。
说起春节的习俗，Nick 熟稔地聊起了中国的吃饺子、拜

年、红包、央视春晚等等“经典活动”，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
春节时家人的团聚。“我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是最重要的

节日，并且只有在这个时候，许多中国人无论付出多么艰难的代
价都要回家去，和他们的家人与朋友在一起。我想，这个传统也是

能让春节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吧。”
他兴奋地对笔者说，今年的春节他被一个北京本地的朋友邀请

到家中过年，而这个朋友家就住在北京原汁原味的四合院里。“我已
经迫不及待想看看四合院里的中国新年是什么样了。”

听说是关于在北京过春节的体验，在北京大学读博的意大利姑
娘Alice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笔者说：“北京的春节给我两个印象
最深刻，一是满城的鞭炮和漂亮的烟火，一是到处都不开门的餐馆
和挤死人的庙会。”她哈哈笑着，一副“中国通”的语气开始朝笔
者剖析起了春节时的北京。

2006 年就来了中国的她，的确能算得上一个“中国通”了。
在经历过几个不同城市的生活后，2013 年，她选择来到北京工
作，并在去年进入北京大学读社科类的博士。

“去年春节，我住在东直门附近一座30多层高的楼里，从那里可
以看见北京二环和三环最漂亮的夜景。当时过春节时，我印象最深
的就是从早到晚的鞭炮声和不停地升起的美丽烟花。甚至因为鞭炮
声太响，年三十那天我和朋友们‘吓’得一天都没敢出门。听上去好
像外面在打仗一样。”她说。

“我们聚在家里，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做好吃的、看电
影。我甚至还看了去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部分节目，虽然我看
不太懂。但是我知道这是中国人过年时几乎都会进行的一个

‘常规活动’，而且晚会看上去也非常有意思，很华丽热闹。
在我的祖国意大利，过新年时其实也有这样的晚会，不过一
般是我外婆看的比较多一些，像我们年轻人就会集体在这个
时候出门玩，去酒吧、去跳舞，甚至在街上游行狂欢，非
常热闹。”

Alice为了了解中国文化，在刚来中国那几年就专门去
逛过北京的庙会，春节时北京一些举行祈福仪式的寺庙、
道观，都给她带来了很深的震撼。

“虽然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过新年时家庭的团聚
在中国和我的祖国都是相通的，也因此每年春节时，中
国朋友们都回家团聚，这也是我最想念家人的时候。所
以我希望未来北京可以在过春节时更加地热闹，有一些
像嘉年华一样的热闹欢乐的活动，这样我和朋友能有机
会利用假期更好地了解这个城市，了解中国传统生活方
式和春节庆祝活动。”

来自韩国的吴相锦就读于北京大学中
国语言文学系，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她说，在
来京上学之前，她就与中国有三次“亲密接
触”。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她小学一年级的时
候。那时由于父亲在北京留学，一家人在北京
一起生活了 3 年，那时的北京给她留下了古
老、传统的印象，这 3 年间，她度过了两个春
节。第二次在她初中毕业后，因父亲通过交换
教授制度去上海，她也随着父亲生活了一年。第
三次是在她上大学时，父亲到北京来教书，在寒
暑假期间跟着父母在北京生活。

“中国的春节，让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亿万人
的‘大迁移’，其次有‘饺子’、‘鞭炮’、‘对联’、

‘红包’等。而且，除夕这天要‘家人团聚’，所以再
忙，或哪怕只是一天，远方的游子也要千里迢迢回
家与家人团圆。”吴相锦对中国的春节感触很深。

“中国的城市化、全球化，使北京成为常住人口
超过2000万人的大城市。但唯独在春节，除了北京
的名胜古迹之外，路上来往的车少了，到了晚上更
是一片空荡。恐怕这就是‘大迁移’的结果吧。”吴相

锦说。
少小离家，所以南宫旼每逢过年

假期就回到韩国与家人团聚。唯独
2008 年的春节，她为了准备高考，一个
人在北京度过。“当时，离春节还有一个
月呢，人们已经开始准备过年。超市里人
山人海，摩肩接踵。他们准备得很周到，
并且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除夕那
天，我和朋友们还燃放了鞭炮。”

“春节的北京，可形容为充满活力的
城市。人们为了团圆和庆祝，很早就开始
准备过年，各种事情纷至沓来，我身边的中
国朋友虽然也担心亲戚们问到婚事、事业、
学业等问题，但是我确实能够看出他们心里
是很激动、兴奋和期待的。”她对笔者颇为

“深刻”地分析说。
在南宫旼看来，中国人过年和韩国人过

年相比，更加热闹、开放。“中国人过年气氛非
常活泼、欢乐，有点家族 party 概念；觉得

‘开放’，是因为在过年期间可以邀请亲朋好
友到家里来。在
韩国，过年相对
而言是一种严肃
的家族仪式，一
般不会叫朋友们
到家里来。中国
人 过 年 要 吃 饺
子，家人聚在一
起包，看‘春晚’，
这一切场景让我
感到非常亲切、
温馨。”

玻利维亚籍的 Jean
拿到了计算机专业工程
学位后，因为对中国文
化“疯狂”的热爱，选择
来到中国做了一名幼儿
教师。“因为在北京我找
到了想找的中国文化。”
2008 年，Jean 的家庭迁
居到香港，但他仍然像
许多外国人一样在奥运
会前后来到了北京。

“虽然你知道北京的天气有些糟糕，空气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
隐藏在北京城市背后的历史非常有趣，让这个城市不仅有现代的一面，更
有很多背后的文化和故事可以让人了解。”Jean认为。

在北京丰台、昌平、顺义等地都生活过的他，从2009年起，每隔一年，
便在北京过一次春节。第一次的春节他和来自阿根廷的朋友在北京一起
度过，那时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国春节要吃饺子、给红包等习俗。

“那次我们吃了很多饺子，也看了很漂亮的烟火。不过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那次看到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因为太有趣，我甚至第二天又
看了几次重播。而且，每年的央视春晚是中国当下最出色的艺术形式的
集中展示，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中国文化艺术的机会。”
Jean兴奋地说，“比如杨丽萍的孔雀舞，那种舞蹈加上她穿的非常具有民
族风情的服装，还有音乐，是让我觉得最有中国味的表演。”

后来几次在北京的春节，他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体验
了中国的传统节日。2009年，他去了天坛逛庙会；2011年，他和朋友
一起尝了尝各种北京小吃，还亲自发了几个红包；2013年，他去了一
家北京人家里，被各种“嫂子”、“妹夫”的称呼闹得头昏脑胀，然后亲
自上阵，学着做了一些年夜饭的菜肴。

“我在朋友的家中能够尝到他们家亲戚们做的中国各个地区
的菜肴，每年几乎没有重复的食物真让我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佩服
不已。”Jean对笔者说。

“北京建筑别有风情”
——Pier Andrea Armillis，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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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春节最畅通”
——Nick·Compton，汉能集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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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最美的烟火”
——Alice，北京大学 2014 级意大

利籍博士

“我是个资深的央视春晚迷”
——Jean Paul Frade，北京海嘉双

语学校3-6岁蒙台梭利哲学教育老师

宦 佳 李浏清 闫梦醒

品美食 看春晚 逛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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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温暖的家庭气氛”
——韩国留学生吴相锦、南宫旼，北京

大学中文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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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9.9″，东经116.3″——北京。
两张面孔，一座城市。对于世界各国友人来说，或许北

京是最能够满足他们这样要求的地方。这里既是中国面
向世界最前沿的窗口，代表着最为现代的面孔；又具有
古老而沧桑的华夏人文气息，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所在。
于是，这里成为外国人长期停留甚至是生活的城市，成
为“反把他乡做故乡”的所在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尽管已经是“地球村”时代，但要具备
这样的国际吸引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曾经试图在更加国际化的香港生活过，

不过在那里我觉得和生活在伦敦的区别并
不大，让我无法感到我生活在中国风的气
息里；我也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停留过，
每个地方都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不过
地方文化色彩太浓，给我这个外国人
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而且那里能
够提供给外国人的工
作 机 会

和上学机会也没有北京这样多。这大概就是我选择了北
京的原因。”一位选择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玻利维亚籍幼
儿教师说。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们习
以为常的节日与生活，也成为外国人津津乐道的人生体
验。在地球其他的角落里，世界各国都忙着将中国的春
节列入自己的“国家议程”，外国领导人学着说中文“拜

年话”的越来越多、外国商家做起春节华人生
意的越来越多、外国高校里举办华人新年春
节晚会的越来越多，甚至在几天以前，美国
的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全票通过议案，将中
国的春节加入了加州的法定节日中。

体验春节的，又何止异国他乡的朋
友。生活在北京的外国朋友如何体验
春节这场文化“盛宴”？让我们一起走
近他们，听听他们的声音，看看他们

在中国、在北京的
生活……

两张面孔 一座城市
宦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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