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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海归回国后过年有什么不同呢？欧美同学
会留加拿大分会于1月14日组织了新春联谊会。加拿大海归一起过新年，年
味更重，情谊更深。

1月14日早9时30分，欧美同学会留加拿大新春联谊会拉开帷幕。不到9
时，海归已陆陆续续走入会场。多年未见的老哥俩相谈甚欢，送上新年祝
福；好姐妹激动地相拥在一起，拿起手机自拍合影，自拍不够清楚，大家一
起跑到台上合影留念。年轻的海归，忙着交换名片，结交朋友，好不热闹。

9时 30分联谊会正式开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夏颖奇首先给大家送上新
春祝福。今年对他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2017年是他在渥太华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的第 30年。他说：“1978年教育部公派第一批人员出国访学。那时
候，加拿大超市卖 100%橙汁，中国没有；加拿大满街都是私家车，中国没
有；从机场到渥太华的高速公路咋这么好呢，中国没有。当时觉得有生之年
也见不到这些。但时间不长，中国都有了，而且很多东西超出了当时的想
象。”他还说，刚拿到学位回国上班时大家都问他，“你怎么回来了？”现在，
都问留学生“还在国外呢，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这种变化是喜悦的。现场
气氛热烈，在场的海归无一不是振奋的。

白发苍苍的老学长们也来参加新春联谊会。耄耋之年的谭强 （化名） 已
是留加拿大分会的老会员。1984年，他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机电系做访
问学者。他说：“我们很愿意参加这种活动，可以和从加拿大回来的朋友交
流，了解一下加拿大的最新信息。在单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王红 （化名） 笑着说：“80年代初，我被国家公派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力学方面的研究。后来又去了英国、新加坡、
澳大利亚等国家。我今年已经77岁了，虽然年纪大，但我依然在工作。每年
要带博士生到国外开会、写论文、给国际杂志写稿……很多人退休之后的生
活是休闲放松的，但是我闲不住。我想力所能及地帮助现在的年轻人，发挥
自己的余热，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现在时代不同了，跟我们那时候相比
变化很大。今天我来主要是与年轻人多沟通多接触，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免
落后。你看，过去我们都用邮件，现在我们都用上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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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下午 2 时 10 分，年会还未开始，在
安邦金融中心的贵宾接待厅里，几位海归互换名
片，热情地交谈着。有些海归许久未见彼此，寒
暄一会儿后特意在贵宾厅里选了个好位置合影留
念。等待他们的不仅是一场热闹的新春联谊会，
也是一场展望新年工作的分享会。

与会嘉宾陆陆续续地进入贵宾接待厅，也和
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聊天。这时，一位衣着朴素、
精神抖擞的中年男子走进来。他还未来得及落
座，已有人走上前来和他攀谈。原来，他是这次
新春联谊会的演讲嘉宾杨尚宝。上前一问才知
道，他这次演讲的话题是“海水淡化进程及展
望”。讲起海水淡化问题，杨尚宝博士自豪地
说：“政府、企业、研究机构、高校共同致力于
海水淡化的发展，使我们国家在海水淡化技术方
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走进会场，大屏幕上“闻鸡起舞，敦谊励
行”8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一列列整齐的座位
旁摆放着新年礼物，是红底金色刺绣的小鸡玩
偶。它们高昂着头，仿佛昭示着鸡年的好兆头。
由欧美同学会东南亚和南亚分会与新加坡国立大
学北京校友会联合举办的2017年新春联谊会就这
样拉开了序幕。

对海归组织来说，新春联谊会不仅仅是一次
载歌载舞的海归聚会，也是一次回顾过去一年工
作成果和展望未来一年工作的契机。与此同时，
会上举行了东南亚分会青年委员会换届仪式、东

南亚和南亚分会商务委员会 （以下简称商会） 成
立仪式，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北
京校友会成立仪式。

“商会嘛！就是大家商量着多开会、多交
流。”商会首届会长王克剑的讲话引起了哄堂大
笑。“希望同学们以后愿意加入商会。不管你在

什么年龄，不管你来自商界还是政界，都期待大
家加入商会这个大家庭。商会就是一个校友们沟
通交流的地方。”

文艺演出将新春联谊会推向高潮。一曲激昂
的《欢乐颂》再次引起了大家热烈的掌声，会场里
处处洋溢着新年的气息。

热热闹闹过个年，是不少留学在外的学
子所渴望的。据了解，在一些国家过年，

“年味”比在国内还要浓厚，甚至过出了一
股新鲜劲儿……

张泽宁现就读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
学，攻读环境工程专业。据他介绍，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过春节是件热闹非凡的事。
临近春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
大使馆会组织主题为“欢乐春节”的盛装巡
游活动。这一天，布鲁塞尔万人空巷。春节
巡游活动就像家庭聚会一般，将大家热热闹
闹地凑到一块。不少令人熟悉的“中国面
孔”相约在这天“走上街头”，比如各式京
剧扮相等，这让学子感受到了久违的“年
味”。到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息。这样的过年
方式，让不少学子直呼“真热闹呀”“这样
的过年方式挺少见呀”。

“春节巡游当天，大家先来到了布鲁塞
尔大广场上集合，互致新年问候并合影留
念。从广场上向四周看去，只见一片红旗飘
扬。当地大多数华人都会前来助阵，组成巡
游方阵。从布鲁塞尔大广场出发，巡游方阵
抵达的第一站是比利时的地标建筑——撒尿
小童，为它换上一身喜庆的唐装。随后，他
们邀请沿途观众共饮比利时传统啤酒。接
着，巡游方阵会途经皇家歌剧院，再穿过当
地最繁华的步行街——昂斯巴赫大街。最

后，在证券交易所广场的舞台上进行表
演。”回忆起这些场景，张泽宁的话语中透
露出了些许激动，他说：“巡游方阵中，有
人扮演成了‘孙悟空’‘猪八戒’等大家耳
熟能详的形象，让人忍俊不禁。不少围观的
外国人看到后，会向我打听这些形象背后的
故事。方阵中也不乏一些别的亮点，比如京
剧方阵、腰鼓方阵、汉服方阵等。伴随着韵
律喜庆的曲目，秧歌队的方阵中，‘大叔大
妈们’肆意地扭动着腰肢，好不热闹。巡游
方阵中还有不少小朋友，他们成群结队，非
常兴奋地凑着热闹，有的甚至还穿上了京剧
戏服。这些小朋友举着小旗子直乐呵，小嘴
咧得都快合不上了。”

说到尽兴时，张泽宁突然抬起脑袋，努
力地回想着去年春节巡游的其他细节。像是
想起了什么似的，他拍了下手掌，说：“在
巡游活动开始前，大使馆的教育处准备了几
十套熊猫、淘气猴等卡通人物的着装，并寻
找角色扮演者。大家几乎是抢着报名，生怕
失去了扮演的机会。巡游当天，同学们乐此
不疲地猜测这个卡通玩偶是谁扮演的、那个
卡通玩偶又是谁扮演的。这个春节巡游活
动，不仅受到中国人‘待见’，不少比利时
人也非常乐意一块‘闹腾’。比如有一队武
术方阵几乎全是比利时人。他们认真地摆出

‘中国功夫’的招式，学得有模有样。”

接待大厅里，熙熙攘攘的学子聚集在中国红
的展示海报前合影留念。全法学者学生联合会

（以下简称全法学联） 在巴黎主办的春节联欢晚
会 （以下简称春晚） 让身在异国他乡的学子相聚
一堂，其乐融融。

“今年有幸担任法国第十二大学副校长的陪
同翻译，向他介绍中国文化节目，我感到非常骄
傲也非常荣幸。”卢宇今年刚从法国里昂国立应
用科学院能源工程专业毕业，在全法学联举办的
春晚活动中担任法方嘉宾的陪同翻译。

“一走进接待大厅，我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年
味。开场节目是一段相声表演，快板一响，年味
就飘出来了。”卢宇说，“舞台布景展示了故乡的
山水、土地，还贴有春联，我的思绪不禁被拉回
故乡。”

节目让卢宇感受到的是浓浓的乡愁，但担任
陪同翻译却让他哭笑不得。“今年是鸡年，我在
翻译时，按照惯例用了‘公鸡’这个单词。校长
问我鸡年有什么象征意义，我回答：‘因为鸡会
下蛋，所以鸡还有多子多福、财源滚滚的含
义’。结果校长就问‘公鸡怎么下蛋’，这时我才
想起法语中‘公鸡’‘母鸡’要用不同的单词表
达，而不像咱们国家用‘鸡’作为统称。”卢宇
嬉笑着讲起这次经历。

余希瑶现是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的一名研
究生。她也参加了今年全法学联举办的春晚活
动。她表示，这次春晚更像是一场中西方文化艺
术的盛宴。“琵琶伴奏的民族舞 《十面埋伏》 以
及压轴节目《美声联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余希瑶说，“我来法国留学已经 5 年了，
春节基本都在巴黎度过，和朋友一起看中央电视
台的春晚、包饺子、煮汤圆。虽然身在国外，但
我们还是会延续国内的传统。去年我还参加了学
校中国同胞组织的春晚活动，表演了舞蹈。”

朱文捷现在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学习美声
专业，她今年在全法学联组织的春晚中献唱了一
曲《乡愁》。她说：“我父母知道我参加了全法学

联组织的春晚，因此感到非常高兴。《乡愁》 里
有一句歌词‘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
乡’。我觉得它表达了很多在外留学的学子的心
声，唱出这首歌也让我感受到父母对我的思念和
期盼。今年是我第四年不能在家陪父母过春节
了，我也很想念他们。但当表演结束、晚会散场
时，过完了新年，和朋友们挥手道别，这种感觉
就像在国内一样。”

春节将近，身在海外无法与家人团聚的学子也会在异国他乡买上传统年
货，与朋友一起共度春节。

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张琪 （化名） 说：“春节前一个月，比利
时的各大中国超市便开始售卖年货了。每到这个时候，超市里不仅有平时买
不到的腊肉、冬笋、新春糕点、特供水饺等食品，春联、挂历、灯笼、中国
结等物品也在超市有了专柜。我与朋友一起去超市买了几个福字贴在门上，
还买了一幅印有国画的新年挂历放在单位，外国同事看了无不称赞。”

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于心怡（化名）说：“在我们这边，春节前一
个月左右，在华人超市会有春联、过节穿的红色衣服、新年的零食礼盒出售。”

除了置办年货，中国春节还有团聚、守岁、包饺子等传统。虽然学子身
在海外，但是春节传统并没有丢。于心怡说：“国外过春节也很有‘年味’，因
为留学生都很怀念这种国内的传统节日，更何况是新年。一般情况下，我们留学
生都是按照国内的时间过春节，而且我们一定会保留中国春节的传统，比如同
学聚在一起贴春联，吃年夜饭，包饺子，然后守岁。”

“因为在海外过春节，我现在已经掌握了做中国菜、包饺子的技能。”杨
杰现就读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他说：“毕竟是过年，总得按照中
国的传统，吃点中国特色菜。”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国外过年再热闹，“年味”再
浓，依然会想念家人。“我已经5年没有回家了，一直在这边过春节。每逢过
节的时候，都会和这边的朋友一起去买点年货，包饺子。虽然热闹，但其实很想
念家人。”在加拿大留学的王乾说。

杨杰说：“过年会和国外的朋友一起过，但还是很想家。想家的时候却又不
太敢打电话回家，尤其是打给姥姥。因为姥姥听到我的声音会想我，心疼我。所
以春节的时候，即使很想姥姥，但一般只说几句话，让她知道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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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年方式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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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守传统寄相思
吕程程

无论学子离家多远，时
差多长，他们在过春节时总
会特意保留国内的传统；无
论在外停留多久，哪怕已经
习惯了异乡生活，也会特意
团圆在这个有中国特色的时
节，在学子和海归心中，这
才叫过年。在传统与异国风
情的交融中，弥漫着浓浓的
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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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6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欢乐
春节”盛装巡游活动现场。活动当天，布鲁塞尔大广场
上红旗随风飘扬，身着各色京剧服装的小孩们憋足了兴
奋劲儿、叽叽喳喳地聊个不停。街头可以说是摩肩接踵，
好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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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会 结 束
后，文艺演出将这
次新春联谊会推向
高潮。来自铭琴儿
童室内乐团的小朋
友们走上舞台，准
备好乐器开始演奏
贝 多 芬 的 《 欢 乐
颂》。台下的观众纷
纷拿出手机拍照留
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