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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上，中国北京
再次用 8 分钟惊艳世界。在这短短的 8 分钟
里，智能机器人操作的 24面冰屏、与轮滑演
员精准互动的视觉技术、两只身着石墨烯服
饰的憨态可掬却又灵活自如的大熊猫，中国
用高科技的手段向世界朋友发出盛情邀请。

还记得十多年前，在雅典奥运会闭幕
式上，中国用红灯笼、茉莉花等中国元
素，展示出灿烂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明。
两个 8 分钟，可谓穿越 5000 年，从展示传
统文化到炫出最新科技，如今，中国在世
界舞台上秀出更多科技感。

那么，中国科技实力是否已在海外充
分展示，给世界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笔者
随意询问了两位在华工作两年之久的外国
朋友，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仍是“功
夫”“孔子”，而对中国在航天、通信、智
能制造等领域的成就知之甚少。

两位外国朋友的主观认知与一份统计
报告中得来的客观数据不谋而合。日前，
一份由中国外文局发布的 《中国话语海外
认知度调研报告》显示，海外认知度前100
名的汉语词汇中，仅有 15个经济科技类词
汇，少林、春节、阴阳、孔子等中国传统
文化类词汇仍是海外对中国的主要印象。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
国节日民俗、先贤思想、传统美食等越来
越深刻地为世界民众所认知，中国人的生

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话语方式也正在悄然
影响、改变着世界。与此同时，与中国近
年来科技创新的“井喷”式发展相比，海
外对中国科技成果的认知并不与之匹配。
因此，在展示中国魅力的同时，别忘了给

“中国味儿”加点新料。
如今，中国科技创新水平迈向国际第

一方阵，领跑并跑日益增多，并在若干领
域开始成为全球的创新引领者。以蛟龙、
天眼、悟空、墨子、慧眼等为代表的重大

创新成果相继问世，中国科技飞速发展的
“东方密码”令世界着迷。

中国技术创新风潮正在引领着全球科
技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多人不再去“硅
谷朝圣”而是选择来“东土取经”。中国
在大力投入科技创新的同时，更加注重
总结创新经验，宣传科技成果，不断拓
展国际科技合作。目前，与中国建立科
技合作关系的国家已经达到 158 个，参加
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200个，中国已经

成为全球多元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
一极。

如科技部部长万钢日前所言，科技外
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中
国科技，既有像超算、航天这样“高精
尖”的大工程，又有像支付宝、共享单车
这样“巧而美”的新发明。我们既要在国
际交流的专业舞台上展示中国科技风采，
还要让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海外朋
友所看到、用上、记住。让“中国味儿”
更有“科技感”，让更多人记住新时代的中
国味道。

让“中国味”更有科技感
王 萌

被近20个国家和地区列为法定
节日,成为世界性文化品牌——

过大年
全球新节日

本报记者 卢泽华

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重要
节日，春节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脉络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随着春节
在海外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影响力不
断提升，春节也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的独特品牌。
如今，春节已经走进全球近200个国

家，也有近20个国家和地区将春节定为整
体或是部分辖区的法定节假日。春节，已经
成为带有浓重中国风味的世界性节日。

图④：2 月 18 日，在美国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行亲
子观展、书法展示、杂技和击
鼓表演等系列春节庆祝活动，
一名女孩等待工作人员制作印
有属相图案的胸章。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图⑤：2 月 24 日，在比利

时东法兰德斯省首府根特市中
心，小朋友参加春节巡游。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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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举行的“中国新年学
生日”活动上，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为观众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2月16日，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举行的“中国新年学
生日”活动上，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为观众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2月 18日，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联合当地华侨华人
举行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展演活动，以庆祝农历春节。

胡安·戈萨摄 （新华社发）

2月 18日，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联合当地华侨华人
举行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展演活动，以庆祝农历春节。

胡安·戈萨摄 （新华社发）

2 月 15 日，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市政厅广场，
一名女子在小商铺准备迎接前来参加春节活动的顾客。

新华社记者 陈俊锋摄

图①：2 月 17 日，在
海南省三亚市南山景区新
春庙会上，外国游客和卡
通狗合影。

陈文武摄（新华社发）

图②：2 月 10 日，来自
格鲁吉亚的奈丽在浙江省丽
水市青田县高市乡洞背村体
验春节民俗活动青田鱼灯舞。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图③：2 月 18 日，在
加 拿 大 皇 家 安 大 略 博 物
馆，一名女孩展示自己的
剪纸作品。
邹 峥摄 （新华社发）

““春节时间春节时间””全球共度全球共度

2月13日晚，位于美国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帝国大厦
亮起红色灯光。次日，纽约哈德孙河上空绽放出炫目的
烟火，这些都是当地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而举办的活
动。无独有偶，在埃及开罗，开罗塔也在除夕夜点亮了
象征喜庆的“中国红”，187米高的开罗塔由低到高渐次
被红色灯光照亮，同时伴随着杂技、舞狮、川剧变脸等
文化表演，庆祝中国农历新年。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
场，也在大年初三这天锣鼓喧天、彩旗招展。近70万英
国民众、华侨华人和外国游客共庆中国年。这也成为亚
洲地区以外规模最大的春节庆祝活动。

除了上述三个城市，莫斯科、巴黎、罗马、悉尼、
布宜诺斯艾利斯……全球主要城市也都举办了各种活
动，庆祝中国农历春节的到来。

近年来，欢度“春节时间”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每年
文化活动的“标配”。

在英国，春节庆典活动已经走出唐人街，每年都会
举办大型春节活动，甚至还出现30万当地民众及华侨华
人齐声高呼“恭喜发财”的盛况。在加拿大，从1858年
第一批中国人踏上加国国土开始，春节便被悄然带入这
一枫叶之国。如今加拿大全国华裔已达百万之众，春节
也作为当地重要节日落地生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全世界欢度“春节时
间”的形式，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互相拜年、燃放烟花、
举办灯会等方面，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层面的深度交
流。比如，今年农历大年初一，美国纽约数百名学生在
林肯中心大卫·葛芬音乐厅参加“中国新年学生日”活
动，共同创作了一幅纽约版的《清明上河图》。

“对加拿大人而言，春节庆祝活动早已被视为国际
化的文化活动，尤其在温哥华、多伦多等华人聚居的大
城市。”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教授扬·沃尔斯说。

澳大利亚联邦议员朱利安·希尔表示，中国春节不
仅仅是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节日，现已成为澳大利亚主
流社会文化节日的组成部分。

外国市长包饺子发红包外国市长包饺子发红包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走出国门已经有多年历史。
过去，每逢春节，世界各地唐人街里的舞龙、舞狮、小
吃、灯笼都能吸引当地民众驻足观看。而随着华人群体
规模的扩大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春节在海外的传
播速度也不断加快，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通过中国的
春节，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勃认为，春节
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具有文化共享意义，“其他国家
或民族的民众，可能不一定会深刻理解节日的内涵。但
是，春节的一些活动还是会吸引他们。”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华人在海外所受到的重视
程度也与日俱增，这在春节节庆活动中也得到体现。如
今，中国春节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海外各国的主流社
会，被官方所认可。每年全球各地的政要，在春节来
临之际都要发表声明，向所有华人和亚裔人士祝贺农
历新年。

比如，今年春节期间，悉尼市长亮相唐人街，为过
路人发红包；美国休斯敦市长特纳身着红色唐装，来
到当地一名华人医生家学习包饺子，并向当地华侨华
人拜年；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沃克及夫人走访了位于
安克雷奇的阿拉斯加州华侨联谊会中文学校，给华人社
区拜年。

与此同时，中国打造的一系列春节活动品牌也不断
引起世界共振，在全世界的“春节时间”中唱出最强
音。比如，自 2009年以来开始举办的“文化中国·四海
同春”活动，不仅给广大海外侨胞送去了祖 （籍） 国的
新春祝福，更在全世界范围“圈粉”无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包括美国、加拿大、菲律
宾、毛里求斯等在内近20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春节定
为整体或者所辖部分城市的法定节假日。比如，2002年
2月17日，时任总统梅加瓦蒂宣布中国农历春节为全印
尼的国家节日。美国纽约州2004年立法将中国大年初一
定为纽约州法定节日。2017年，美国新泽西州蒙特维尔
市将中国农历春节列入当地公立学校的假期日程表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文化的辐射
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春节的意义已经超过中国范畴，而
具有世界影响。”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
努纳伊朱说。

““春节就是一扇窗春节就是一扇窗””

近日，由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
调研报告》 显示，在认知度排在前 100 名的中国词中，
文化类的词语所占比重最大，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悉数
上榜。颇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榜词汇中，汉语拼音词
汇数量占近五成。这意味着，过去不少翻译成英文的中
国词，开始直接被汉语拼音替代，而这其中又以春节等
中国传统文化类词汇占比最大。

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全球民众对中国春节等传统文

化“参与感”加深的表现。随着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民
俗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世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考方
式和话语方式也正在悄然改变着世界。从这个角度而
言，作为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品牌载体，春节走
向海外，无疑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接受度的增
加，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接轨和
交融。

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校长帕特里克·洛雷
认为，春节已经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越
来越多中国人走出国门，足迹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他们
把引以为傲的身份、文化和传统介绍给全世界，用自身
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交朋友，搭建起联通世界的桥梁，这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

“每年春节，柬埔寨估计会有 60％的人在庆祝春
节，这离不开柬埔寨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和传统友谊。
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泰诺拉萨贴表示，“春节
促进了中国和柬埔寨的文化交流，拉近了两国人民的
心。”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乔恩·泰勒将中
国春节视为一扇“文化交流之窗”。他认为，改革开放
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走进美
国，而集民俗、艺术、美食为一体春节庆祝活动给美国
民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美国一些州甚至已将春节列
为州立假日，通过春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加深了对中
国的了解。

“春节就是一扇窗，让参与其中的美国人触摸到真
正的中国文化，从而增进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增
进了友谊。”泰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