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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把中国的”春节”
叫做“Chinese New Year”（中国
新年）。每逢那一天，他们见到华
人 都 会 热 情 地 说 一 声“Happy
Chinese New Year”，有的还会
说“恭喜发财”呢！随着澳大利亚
与中国经济文化的日益紧密联
系，中国的民俗节庆也越来越融
入到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特别
是中国新年，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不仅仅是华人的节日，而且成
了几乎所有澳大利亚民众的共同
节日，逐渐成为圣诞节那样的最
热闹的节日之一。

中国新年在澳大利亚，恰逢
澳大利亚的盛夏季节，非常适合
户外活动。所以中国新年的庆典
活动也主要在户外进行。过去主
要是在唐人街上举行，现在进一
步扩展到了各大城市的主要闹市
区。比如悉尼的情人港，墨尔本的
联邦广场，都成了举办中国新年
庆贺活动的主要场所。悉尼情人
港已连续举办两届盛大的中国春
节彩灯展，每晚都吸引成千上万
的海内外观众前来观赏，成了悉
尼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位于墨尔
本市中心的联邦广场，每当春节
期间都会设置上百个展示中国传
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摊位，让游
客们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尤其
在“儿童艺术之角”，孩子们可
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写毛笔
字，画中国画，直接感受中华文
化的魅力。

舞龙舞狮是中国新年庆典活
动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人们不难
发现，在舞龙舞狮行列里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洋小伙身影，甚至还
有身材娇人的小洋妞。不要以为
他们只是在过节时来凑个热闹，
为了能在中国新年时上场表演，
他们几乎全年能在接受训练和排
练，还同时学习汉语和中华文
化，有的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
国话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春节
期间中国都会选派国内最著名的
艺术家组成阵容强大的慰问团来
澳演出，慰问当地华侨华人。许
多在国内一票难求、难得一睹的
演出和艺术界大腕，反到在这里
能够与华裔同胞近距离接触，面
对面交流，令国内的许多“粉
丝”羡慕不已。

（本报澳新代理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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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试戴京剧脸谱

抛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家庭团圆的温情，在法国巴黎过
春节的热闹一点都不比中国差。
现在常听家乡的人抱怨现在越来
越感觉不到年味了。一些习俗也
渐渐丢弃了，可是在国外，那些过
去记忆里的元素被放大，成为春
节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做学生时，
一到春节，同学们就相约一块包
饺子。等国内零点到了，就奔向最
近的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拜年。

春节已成为法国的一件盛
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在国
际上地位的不断上升，侨民的社
会地位也不断上升，这个具有特
殊文化意义的节日成为法国政要
向中国示好的重要时刻。当然，
这个节日也成为让世界领略法国
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时刻，也是
展示其法国政要亲民的重要时
刻。上至法国总统，下到平民百
姓，都对这一节日表现出一种特
别的欢迎和赞美。法国总统要在
总统府举行春节招待会，而国民
议会、参议院也“跟风”举行庆
祝活动，而华人居住生活的各区
区政府都要与有关的华人社团举
行庆祝活动。每到这时，各个区
政府都要想起悠扬的中国民乐
声，听到大声唱《好日子》、《春
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中
国歌曲，看到大秧歌等富有民族
气息的舞蹈，听到京剧、粤剧等
中国各式传统戏曲。

走到大街上，人们会看到那
各式各样高挂的宫灯，如果不是
那些西方建筑，人们会认为走进
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呢。华人居住
集中区域的地方官员，也学着中
国官员的样子，在大年初一到辖
区的华人社团走访、拜年，按照
中国传统，互赠红包、金橘，意
味着大吉大利。

春节在海外不仅仅上一桌年
夜饭，更伴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每年，国务院侨办都会组
派“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慰问团，
来演出的都是国内一线的“大
腕”，在国内都很少能看到他们。
和他们一起过大年，可比国内电
视台的“春晚”更春晚啊。巴黎春
节的高潮自然是由华人社团与当
地市政府组织的春节彩妆游行，
这是集中展示中国文化传统的时
刻，戏曲文化、民俗文化、历史人
物、神话传说等都在这里有展示，
每年都吸引数十万人来观看。去
年，法国总理瓦尔斯也参加了游
行，奥朗德总统在竞选总统的当
年也参加了游行，成为法国政要
标志性活动。

（本报欧洲代理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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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移民到加拿大时，由于时差关
系，年三十起床打开电视正好收看中
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看到红红的舞
台，导演挥手向观众拜年的时候，眼
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近些年，加拿大华人移民越来越
多。每年一进腊月，加拿大各地的华
人就忙着筹备春节活动。舞龙醒狮、
武术、歌舞表演、庙会展览、灯笼、
剪纸、“中国结”、游行等中华文化的
传统活动为当地社会平添了红红火火
的喜庆。华人的春节已走出唐人街步
入“主流”。过年时，一些城镇市政
广场挂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彩旗，灯饰
和中文书写的拜年横幅，今年农历小
年当晚，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再次点亮
中国红，喜迎中国农历猴年春节，两
段年味儿十足的“欢乐春节”短片喜

庆首次亮相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商业中
心繁华的登达仕广场的户外大屏幕和
公交枢纽联合站。

春节在加拿大还不是公共节日，
却越来越受主流社会的重视。多伦多
市、万锦等市政府纷纷举办中国春节的
庆祝活动。加拿大三级政府官员以及各
界的领导者们身穿唐装赶场似地向华人
拜年，在唐人街举行的新春大游行中沿
途向路人派红包，很多人不仅能用广东
话，而且还用普通话把“恭喜发财”这
句拜年话说得字正腔圆。

加拿大邮政早在 1997 年，就发
行了第一张牛年生肖邮票，这标志着
华人和中华文化在加拿大的地位获得
肯定和提升。以后每年加拿大邮政按
中国农历生肖都推出一套纪念邮票。
今年1月1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发行的

猴年生肖邮票，是其发行的第二轮生
肖邮票中的第八套。

春节逛超市就像逛庙会，大人领
着孩子向他们介绍过年用的对联、财
神、花灯、剪纸的故事，这些过年用
的商品不仅华人超市早早摆满了货
架，就连西方人的大型超市也一早就
辟出华人春节的购物专区。中国的食
品、调料、过年用品齐整整，喜气洋
洋。走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间，听着亲
切的家乡小调，品尝着传统小吃，还
真像逛庙会一般，每年的春节时前去
购物的顾客摩肩接踵，其中有不少还
是非华裔人士，他们会很主动地操着
半生不熟的中文向你拜年。

春节的年夜饭，华人也从三五宗
亲好友家庭相聚，逐渐发展成为以同
乡大团圆的社团活动，大家聚在一
起，品各家的拿手菜肴，叙友情，侃
人生，共同守岁。随着身具各种才艺
的文艺华人的增多，华人过年已经不
满足于一起吃年夜饭守岁，各种类型
的华人春晚一台接着一台令人目不暇
接。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仅多伦多华
人自己主办的春节晚会就有30多场。

（本报加拿大代理处供稿）

猴年春节，许多中国的亲朋好友
通过微信和电话询问，在美国怎样过
年，热闹不热闹啊？能买到什么年货
呀？有没有春晚演出？

说实话，在美国主流社会，美国
人并不过中国年，每到春节，在美国
各大城市中国春节的年味并不浓。但
是，在华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就不同
了，每到中国农历新年，各大城市的
唐人街都张灯结彩，到处洋溢着浓浓
的年味。尤其近几年，随着新移民的
大量增加，美国华人社区的年味就更
浓了。

2月6日中午，中国著名美猴王六
小龄童率领 100 名活泼可爱的小猴
子，在纽约时代广场快闪表演，向美国
人民拜年。百猴敲锣打鼓，挥舞彩旗，

翻腾嬉戏，“大闹”时代广场，带来浓浓
的中国猴年春节气氛，引起美国主流
社会的关注。晚上，纽约在哈德逊河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烟火晚会，庆祝猴
年春节，五光十色的灿烂烟花，在纽约
上空怒放。以往，纽约市一般只有在
美国国庆节当晚，在哈德逊河或东河
燃放烟火，因此，这场庆祝中国春节的
烟火晚会引起纽约各界关注，吸引了
众多纽约民众前来观看。

2月13日上午，一年一度的纽约
法拉盛新春花车大游行隆重登场，参
加游行的花车与队伍数量超过往年。
纽约州州长库谟参加了游行。州长参
加游行贺新春拜年，这是首次。数以
万计的纽约各界民众冒着严寒观看游
行，挤爆法拉盛街头，盛况空前。春

节的盛大花车游行是纽约华人每年过
年的重头戏，游行当天唐人街舞龙舞
狮，锣鼓喧天，万人空巷。主办者
称，报名参加今年猴年春节游行的华
人社团超过往年已有100多个。

各个华人社团和留学生组织主办
的大大小小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开始陆
续登场。一个名为“中国猴年欢乐春
节-艺术中国汇纽约”的系列活动，
将于2月6日至10日陆续展开。这一
活动连续举办5天，丰富了纽约的华
侨华人的春节活动。北京纽约同乡会
还联系了北美崔哥等著名演员，筹备
在春节举办一台春晚演出。

近几年，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传
统新年也渐渐重视起来。纽约州已宣
布春节成为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法定假
日，这说明，春节已不仅仅是华人、
亚洲人的节日，已成为美国人的节
日。农历新年那几天，最忙碌的是各
个华人社区的中餐馆，前来就餐的华
人爆满，人们扶老携幼，呼朋唤友，
欢聚一堂，欢欢喜喜过大年。大多数
华人在除夕夜，都是一家人团聚，吃
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本报美国代理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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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声辞旧岁，北京的大年夜
还是那些传统年俗，放爆竹、贴对
联、包饺子、看春晚。当人们感叹过
年越来越没年味时，灯笼、庙会、花车、
舞龙、舞狮、红包那些中国春节的符号
已经绽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纽约，华人春节很热闹，唐人
街封路五六个小时，专门举行了盛大
的花车大游行。除夕夜，曼哈顿的帝
国大厦也亮起中国红，欢庆中国春
节。在伦敦，30 多支花车队、舞狮

队、民族服装队从持拉法加广场出发
巡游，装扮成财神爷和孙悟空等中国
传统经典人物的方队格外引人注目。
在巴黎，华埠依照惯例举行春节彩妆
大游行，数万名巴黎市民和游客冒雨
观看。由 40 个方阵近 2000 人组成的
游行队伍从巴黎 13 区区政府所在的
意大利广场到华人聚居的舒瓦茨门和
伊夫里门区域，队伍所到之处的道路
两旁人山人海。

在欧洲、在美洲、在大洋洲、在

亚洲、在非洲，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
国的春节，中国传统的春节俨然成了
世界的节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唐人
街，老外双手抱拳说“恭喜发财”也
不足为奇。在伦敦中国城，洋妞举着
糖葫芦吃不再是新鲜事。

除了华人的庆祝活动，海外主流
社会也参与到中国春节活动中。美
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
国除了在本国举行庆祝春节的活动
外，各国政要也通过向华人拜年来争

取华人社会支持。这些国家还早早盘
算了招揽中国公民出境游，在中国游
客身上大赚了一笔。日前，美国白宫
亚太裔行动计划与公共参与部举办中
国新年庆祝活动，现场除有亚裔表演
团体带来舞狮、传统歌舞及乐器演奏
之外，也邀请专家探讨亚裔社群在文
化推广上的发展，欢喜迎接火猴年的
到来。

春节随华人走向海外，既是中国
的，更是世界的。

维多利亚港永远是热闹的。海港
边船来船往，隧道口车进车出，香港
这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永远不缺少热闹
的元素。每年春节时期，商家都会暂
时忘记赚钱。而说到香港过年，都会
与那些关键词连在一起，花车巡游、
年宵市场、贺岁烟花，最有中国传统
特色的当属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年
宵市场。

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每逢新
春佳节，都总会年宵摊档林立，是
香港最有年味的地方。年宵摊档种
类甚广，有的会卖新年好彩头的鲜
花、橘树、风车、装饰等摆设，有
的年青人甚至会自己设计玩具、创
意饰物，更不能少的是满街的香港
特色小吃。很多香港人，都会约上
家人或朋友来维园凑个热闹。市民
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摊档吸引的
摆设以及商户热情的叫喊声，都是
维园每年指定的画面。

农历年廿四，香港铜锣湾维多利
亚公园迎来一年一度的年宵花市，虽

然天气阴冷，但并不影响花市的热闹
气氛，不少港人赶在花市开幕首日到
来购买年花。

兰花、桃花、百合、金橘等维园
花市内百余个摊位摆满了香港人钟爱
的年花。这是香港规模最大、也是人
气最旺的年宵花市。其中大部分摊位
都由本地花农入驻经营。受寒流影
响，今年不少鲜花的花期推迟、产量减
少，价格小幅上涨。香港媒体报道说，
较为小棵的桃树价格为每棵 680 元，
而去年售价仅为500多元，“今年的桃
花大约被冻死了 1/3。”较为大棵的桃
树，售价则达近2000元。

除了逛年宵市场、在家吃年夜

饭，香港人春节期间也会去亲戚家拜
年，穿上色彩鲜艳的新衣，左一句万
事胜意，右一句恭喜发财，吉祥的话
人人爱听。过节用的美食： 年糕、
萝卜糕、角仔、煎堆、汤圆、瓜子、
开心果、生菜、鸡、鱼等等大家想起
都口水直流。而孩子们更期待的，必
定是接过红包，又可以买自己的心头
好了。除了红包，朋友和亲戚间也会
交换一些小礼物，通常以甜食为主。
人齐了，过往的一年多忙也好，来一
张全家褔大合照，就这样家庭的每一
位成员又长大一岁了，新的一年再共
同努力。

（本报香港代理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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