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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2018年新年，泰国达府美速智民学校举办系列
庆祝活动。该校中国国侨办外派教师和本土教师一起，为
全校2000多名学生送上既充满新年意味、又具有浓浓中国
风情的文化大餐，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进行中国剪纸、描青
花、吹墨梅画等文化体验项目，让这些泰国孩子过上一个
中国特色的新年。

美国新年特色风俗

即将进入2018年元旦新年，美国华人是如何庆祝新年
的呢？今年相比往年更加特殊一些，在美华人的朋友圈响
应人民日报的号召，跟风在朋友圈晒自己 18岁时的照片，
感叹岁月。华人过年的习俗主要是贴春联、放鞭炮、吃饺
子。因地方不同也会有一些差异，加州的帕萨迪纳市的玫
瑰花车和宾州费城的化妆游行表演，最有特色的算是北美
的印第安人的风俗。

虽然美国的新年远不如感恩节和圣诞节那样的热闹，
但是新年也是全美各州一致庆祝的主要节日。美国人的庆
祝新年最热闹的是在12月31日晚上。各个教堂都举行隆重
的礼拜活动。人们会聚集在教堂，街头或广场，祈祷、祝
福和忏悔，一同迎接辞旧迎新的那一刻。各城市的广场都
会有倒计时活动。午夜24时，全国教堂钟声齐鸣。在这一
刻，人们会拥抱一起，甚至不相识的人也可以相互亲吻，
怀着惜别的感伤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共同迎接新的一年。

每年 1 月 1 日，帕萨迪纳市的居民开着五彩缤纷的花
车，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年到来，花车游行源自于 1890年，
原为庆祝一年的丰收，此后，花车游行变成了欢度新年的
传统方式。在宾州费城的新年化妆游行风俗已有 115年历

史，每年元旦，身着奇艺服装的游行参与者从市政厅出
发，欢腾的音乐、热情的舞蹈、涌动的人群，游行长达10
个小时之久。游行队伍里有动漫人物、奇幻风格和队列、
动漫队列，随着彩车，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跨年活动在EMP博物馆举行，随
着华人数量增加，高档购物中心开始张贴中国春节的宣传
画，迎接中国春节。有的学校开始加入中国特色，教室里
出现了中国结和京剧脸谱等。华人艺术家们频繁出现在学
校，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和进行特色表演。西雅图民众们会
共同齐聚太空针塔旁边等待新年的烟花和倒计时。现场会
有乐队表演等各种形式，少不了中国传统的舞狮表演。印
第安人每到12月31日之夜，他们都会和家人齐聚，举办在
篝火晚会，全家人载歌载舞，谈笑风生。至到次日清晨，
他们会把破旧的衣服一把火烧掉，作为除旧迎新的象征。

加拿大华人迎新年

每年1月1日，是加拿大最重大的节日。这一天，是法
定假日，跟圣诞节不同，辞旧迎新的元旦，更多的被视为
是与朋友欢聚的时刻。12月31日入夜，很多人会参加各种
形式的派对，跟朋友家人一起守候新年钟声敲响。跨年活
动，在加拿大同样丰富多样。

2018年元旦，加拿大华侨华人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姿
态融入当地社会，在各个城市的跨年活动中，早已少不了
他们的身影和参与。跨年晚会是经典传统节目。新年前夜
的欢庆活动更像是一场盛大的派对，也十分能体现加拿大
移民国家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美
食，都将不同风情展现无遗。当然，临近午夜的新年倒数

和零点的烟花表演，自然还是压轴大戏。烟花绽放天空的
那一刻，新年钟声随之敲响，欢笑和期许也被瞬间定格。
在许多城市，跨年晚会已经是几十年的传统，成为当地居
民迎接新年必不可少的仪式。近年来，跨年晚会更平添了
新内容。

在温哥华，2017年的跨年晚会吸引了10万人一起倒数
计时，多伦多的跨年晚会也吸引了 5万人参与，跨年晚会
成了城市的文化标志，进而更成为城市的旅游新卖点。加
拿大华侨华人迎接新年的活动，很有加拿大特色。比如，
在很多城市的新年前夜，除了新年音乐会，还会有滑冰派
对，人们会滑冰敲开新年大门。还有一些会以冬泳的形式
勇敢迎接新年。从加拿大西海岸到东海岸，每年会有数千
人加入其中。在魁北克，好朋友会相约在12月31日夜里冰
钓，钓鱼守候新年钟声。还有登山滑雪的，在山顶迎接新
年第一缕曙光。辞旧迎新，华侨华人也有一些新的形式。
除了传统的各种主题的联谊活动，有不少华人社团开始探
讨将辞旧迎新与做慈善结合起来。像是新年交响乐音乐
会、京剧慈善演唱会，推广中华文化的同时，也让辞旧迎
新有了新的内涵。

新年伊始，不能忘记的是问候和祝福。走在街头，无
论熟悉或是陌生，都会互道新年快乐。加拿大人迎接新
年，还有一个传统，大多数人会在元旦这一天许下愿望，
他们称之为新年决心。公布新年愿望清单也是媒体的新年
常规选题。

2017年，加拿大媒体调查显示，加拿大人最普遍的新
年决心有：吃的更健康，增加净资产，锻炼身体，读更多
的书。而华侨华人的新年愿望则多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身
体健康、开开心心、工作顺利、家庭和睦。

海外华人喜迎新年
张永恒 李炜娜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告别2017，迎接2018，随着新年

钟声敲响，整个华夏大地都被节日喜庆

气氛紧紧包裹。身处海外的华侨华人也

刮起一股“新年风”，纷纷参与或举办

异彩纷呈的欢庆活动。

首都侨界学习十九大精神
2017年12月29日，由中国侨联主办的“首都

侨界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在首都经贸大
学华侨学院举行。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出席报告
会并讲话，吉林大学侨联常务副主席任波等分别
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体会，作学习十九大精神报
告。中国侨联副主席康晓萍以及来自首都各区县
的归侨侨眷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约700余人参加了
报告会。

此次报告会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侨联文化
交流部、北京市侨联具体承办，首都经贸大学华
侨学院协办。中国侨联顾问林军、庄炎林等人以
及中国侨联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直机关侨
联、中央国家机关侨联、中央企业侨联相关负责
同志，北京市侨联负责同志以及中国侨联机关企
事业单位干部一同出席报告会。 （陈秋圆）

图为首都侨界学习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陈秋圆摄

全球华人辩论大会举行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世界听我说——全球华

人辩论大会》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多位专家齐聚
一堂，共同为进一步办好全球华人辩论大会、展
现新时代华人风采出谋划策。

《世界听我说——全球华人辩论大会》是2017
年由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重点打造的辩论节
目。

节目以“弘扬中华文化、展示全球华人风
采、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为主旨，汇聚了来自
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位华人辩手。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部主任严冰表示，该节
目另辟蹊径，复活了“辩论”这一富有文化内核
和戏剧冲突的电视表达形式。同时，在选手和嘉
宾阵容、辩题设定、赛制和舞美呈现方面大胆创
新。

在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看来，《世界听我
说——全球华人辩论大会研讨会》 以辩论形式呈
现华人观点，是一个很好的发声平台。

“以文明的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的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文明的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中心副主任肖党荣说，如果
这三个“超越”都做到了，让世界倾听华人声音
的节目初衷也就达成了。 （据中国新闻网）

侨 情 乡 讯

曹晨，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在中国京剧院担任京
剧演员十余年，多次代表国家出国访问。20 世纪 90 年
代，他受邀赴美国华盛顿州立长青学院讲学。移民美国
后，他依然初心不改，创办了西雅图曹晨京剧学校，开
始了国粹京剧的海外传承之路。

身教言传 责任使然
曹晨出生于艺术世家，他的父亲曹志光也是一位艺

术家。成长氛围的熏陶令曹晨有了未来的方向——京
剧。在大学中学习京剧里的各个行当，并且凭借优秀的
成绩进入国家京剧院。

“来了美国之后，我可以教京剧所有的行当，这也是
在京剧院这么多年的收获。”曹晨来到美国教授京剧，当
时班里的学生都是美国人，文化有差异，语言也有障
碍。但是京剧肢体语言性强，它能够代替说话来体现表
演层次，让大家理解。在两年时间里，他通过肢体表
达，带领美国大学生表演了京剧的传统剧目：穆桂英挂
帅、孙悟空大闹天空、白蛇传。虽然美国学生不会说中
文，但是每个人都能够心领神会，体会到京剧的感染
力。

在做客串教授期间，曹晨还把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
王中的武打场面用京剧手法来表现，双方叛军打斗的过
程也得以更具有观赏性。这个给外国人启蒙京剧的过程
令外国人很震撼，惊叹京剧的深奥和趣味性，也令曹晨
很有成就感。

2013 年开始，因为教育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
西雅图的华人猛增，美国对中国文化也越来越有兴趣。
曹晨看到了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机会，所以下定决心开

设了西雅图曹晨京剧学校，希望在西雅图华人舞台上也
有京剧的一席之地。

在曹晨的学校里，学员的年龄差距幅度较大，有退
休后的老人、年轻白领、大学生，还有四岁半的小学员
等。

京剧海外粉丝众多
2017年12月2日，“西雅图京剧锦绣之夜”是西雅图

历史上首次以京剧为主题的大型晚会。曹晨邀请了当代
名家名角，精心筹划多重经典作品，《走边》、《趟马》和

《枪下场》三段表演没有一句念唱，通过动作把京剧武打
艺术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让现场不懂中文的美
国观众也能沉浸在故事情节中。“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戏
曲文化在西雅图有着深厚群众土壤，当地美国人民也爱
中华文化。”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著名余派京剧大师李
军如是评价道。

“西雅图从未有过这样的演出，大家能够来看，坚持
几个小时不动的坐在那儿，印证着京剧的魅力，这是毋
庸置疑的，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确实将京剧多样化的
特色精彩展现出来了。”曹晨欣慰地说，“无论是专业水
准还是后期配备，所有的细节都非常圆满。”“每一次运
作都会有困难，用我太太的话说就是劳民伤财，嗓子冒
烟了还在坚持，这就是所谓的艺德吧。最后观众和艺术
家们的评价，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付出。”

第五场的《天女散花》，曹晨特意邀请了他的大学同
学、新加坡戏曲协会艺术总监黄萍。黄萍表演用的 10米
长绸是直接连在袖子上的，甩袖没有深厚的功力是很难
做到的。“最令我感动的是演出当天，台下观众竟然有这

么多懂戏的。在西雅图这片土地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国粹京剧，有这么多人懂她、热爱她。不禁使我想到，
曹校长的辛苦耕耘，为京剧艺术作出的贡献。”黄萍说，

“身在异国他乡，远离京剧故乡，还坚持着自己的初心，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广不遗余力，令人敬佩。”

观众对曹晨说：“曹老师，这回你真的立住了。”

有困难但热情不减
在中国做戏剧有国家的支持，因为国粹需要传承，

剧团道具和剧本配备都很完善，可在美国，一切都是
零。

无论是教学，还是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曹晨需要讲
解和示范以及唱说表演，一个人应付下来，辛苦程度可
想而知。

曹晨梦想着能够做一个沙龙式的“国粹园”，有切磋
象棋、书法的空间，有教室可以学习武术、京剧；把展
览室布置成小型的京剧空间，有衣服、道具等，让大家
实景感受京剧的全貌，带动周边的人一起帮助传播中国
传统艺术。

正如曹晨父亲曹志光所说，要将中国传统艺术与海
外文化水乳交融，绝不是一段舞、一场戏就能达到的。

曹氏父子对艺术怀有的信仰，也并非仅仅呈现于舞
台上，他仍要让观众跟随表演体味人物的喜怒哀乐，跟
随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感受共鸣。

他们不断突破阻碍传统艺术传承和发展的枷锁，无
论是带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还是在海外只身弘扬国
粹，这种坚持在每一次教学和交流中都感染着身边每一
个人。

曹晨：我在美国教京剧
崔依依

近日，新西兰奥克兰区 45名华裔青少年到广西

宜州开展 “寻根之旅”冬令营活动，走进正阳东西

巷参观游览，近距离感受桂林悠久的历史文化。

他们参观刘三姐故居，学唱山歌，感受中国文

化的魅力；参观丝绸生产流程，了解桑蚕产业的发

展现状；到宜州区职业教育中心开展联谊活动，由

老师和同学们一对一手把手传授剪纸、结中国结的

方法，传承中华民俗文化。

图为华裔青少学习中国传统剪纸艺术。
韦林辉摄

华裔少年感受大美壮乡华裔少年感受大美壮乡

2017年行至岁尾，回望海外华侨
华人这一年，“好戏”连台，精彩不停。

当地时间11月1日，加拿大温哥
华市议会通过决议，将于2018年4月
就当年排斥、歧视华裔的历史向华人
社区道歉。届时，道歉将使用台山方
言，书面文本则包括英文、简体和繁
体中文。

11 月 11 日，一场迟到百年的纪
念在英国进行。当天是英国阵亡将
士纪念日，英国友人在伦敦和平纪
念碑前向一战华工敬献花环，这是
一战华工事迹首次被英国主流社会
提及和铭记。12 日晚，英国第四频
道电视台首播纪录片 《英国被忘却
的军队》，讲述14万中国劳工在一战
期间协助英法军队作战往事，肯定
其对一战胜利的重大贡献。

从排斥到接纳，从漠视到正视，一
代代华侨华人扎根当地，打拼奋斗，最
终赢得了主流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此外，政坛踊跃发声，参政“全球
开花”。海外华人参政早已不是发生在
某个国家、某些个人身上的“独角戏”。

当地时间 2017 年 1 月 31 日，赵
小兰宣誓就职美国第十八任交通部
长。她是第一位两度进入美国政府
内阁的华裔女性。2017年6月8日，麦
艾伦高票当选英国国会议员，成为首
位成功连任的华裔国会议员。6 月 18
日，巴黎十三区副区长陈文雄胜选，
成为法国本土首位华裔国会议员。11

月 16 日，新西兰华人霍建强当选新西兰第 52 届国会法
制委员会主席，创造了所在国华人参政历史……

政界华人突破“玻璃天花板”树立典范，普通民众也
告别沉默。海外华人正用自己的努力和经历证明：华人
不是、也不应该是当地社会的“隐形”族群。

这一年，许多华人登上顶级“舞台”。2017年2月，在
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和
丝绸之路合奏团的专辑《歌咏乡愁》获最佳世界音乐专
辑奖。这是马友友第18次获得这一全球顶级音乐奖项。

2017 年 7 月，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张首晟在美国
《科学》杂志上报告称，其团队首次发现了马约拉纳费米
子存在的证据，并将其命名为“天使粒子”。这一重大发
现解决了困扰量子物理学80年的难题。

“华二代”中也有“好戏”上演。2017 年 6 月，华裔车
手程飞、董荷斌率耀莱成龙DC车队在勒芒24小时比赛
中包揽LMP2组别世界冠、亚军，并获得全场比赛第二三
名，创造了中国车队在世界最高级别比赛的最好成绩。
身怀“绝技”、落落大方。越来越多的华人登上世界顶级
舞台，用不俗的实力展现更为自信的华人风采。

2018年，愿海外华人舞台更宽广，“好戏”永不落
幕。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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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月1日舞狮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纹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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