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虎年春节之际，中国驻外机构在

线举办的“欢乐春节”活动异彩纷呈——

非 洲 小 伙 身 着 太 极 功 夫 服 ，一 招 一 式 有

板有眼；欧洲姑娘撑起油纸伞，舞姿曼妙

颇 有 江 南 风 韵；海 外 中 文 学 习 者 秀 出 毛

笔书法作品；许多国家的政要、商人、学

者 盛 装 出 镜 ，向 当 地 华 人 华 侨 和 中 国 民

众拜年⋯⋯

热闹的“欢乐春节”活动是中国农历新

年走向世界的缩影。每到春节，多国地标

建筑都会点亮“中国红”，不少地方也都挂

起了喜庆的灯笼。尤其是当唐人街年味渐

浓，各种肤色的人们纷纷前来，那气氛仿佛

在赶大集。

如今 ，许 多 国 家 的 民 众 都 已 习 惯 与

海 外 华 人 共 同 庆 祝 春 节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已有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将春节定为

整体或部分辖区的法定节假日。春节不

仅在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

地 区 受 到 重 视 ，连 非 洲 的 毛 里 求 斯 、中

美 洲 的 巴 拿 马 和 美 国 纽 约 州 、巴 西 里 约

州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也 将 春 节 定 为 法 定 节

假日。

五 洲 同 庆 中 国 年 ，缘 于 中 国 综 合 国

力 和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提 升 。 2021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8.1% ，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

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越 开 越 大 ，中 国 积 极 与 世 界 各 国 共 享 发

展机遇，许多外国人都希望到中国留学，

到 当 地 中 资 企 业 工 作 ，主 动 学 习 中 文 、

了 解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成 了 新 时 尚 。 其 中 ，

春 节 作 为 中 华 民 族 最 隆 重 、文 化 内 涵 最

丰 富 的 节 日 ，自 然 也 成 为 外 国 人 的 兴 趣

所在。

五洲同庆中国年，要归功于海外华人

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交流。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

和华人华侨在海外投资兴业，积极融入当

地社会，与本土员工和附近社区共同庆祝

彼此的节日，拉紧了民心相通的纽带。同

时，弘扬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在海外蓬勃

发展，“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为海外学子

插上梦想的翅膀，“汉语桥”比赛也架起

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在“欢乐春节”活

动 上 ，这 些 机 构 的 优 秀 学 员 献 上 了 许 多

精彩的“中国风”节目，为春节增添了别

样的喜庆。

虎年春节恰逢北京冬奥会开幕，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虎的寓意为勇敢和无畏。

全世界运动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

是虎年的生动注脚，传递出“一起向未来”

的信心与希望。

祝愿新一年的世界经济“如虎添翼”，

祝愿全球民众“生龙活虎”！

五 洲 同 庆 中 国 年
田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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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受到中国文化深远影响的国家和

地区一样，农历新年已经成为柬埔寨的重要民

间节日之一。

为迎接春节，很多大型购物中心和商家早

早就开始张灯结彩，并结合春节和生肖主题开

展促销活动。比如金边著名的永旺商场，促销

公告就摆满了各个显眼位置，告知消费者可享

受“免费红包、最高七折、买一送一”等优惠。

商场还开辟售卖儿童节日服装、灯笼、春联、挂

饰等节庆用品的专用区域，方便顾客采购。红

色成为各家店面的主色调，一些服装品牌还专

门针对农历虎年推出绣有老虎纹样的衣服，摆

在店里的中心位置，作为推销重点。

纪念祖先历来是当地春节的一项主要内

容。柬埔寨潮州会馆醒狮团队长陈敬砝说，除

夕当天中午，各家都要“拜拜”，也就是纪念

祖先。和国内一样，除夕前各家都要大扫除，

贴春联，摆上一桌丰盛的菜肴。祭拜祖先后，

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如今，春节以及相关的文化习俗已经深深

影响了柬埔寨人。用柬埔寨青年吴瑞提的话

说，春节和圣诞节一样，都成了柬埔寨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他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很多

柬埔寨家庭都会团聚并进行庆祝。“我小时候，

父亲会买些中国字贴上。尽管我们都不认识，

家里也没有能说中文的亲戚，但父亲认为这是

对祖先的纪念。”吴瑞提表示，“我们希望得到

祖先的护佑，希望一切顺利。”

春节期间，舞龙舞狮表演也是令人期待的

重要活动。潮州会馆醒狮团是柬埔寨三大舞

狮团之一。陈敬砝说，柬埔寨的舞狮源自佛山

南狮一派，很早就流传至柬埔寨。

据陈敬砝介绍，受疫情影响，目前醒狮团

的活跃成员大约有 80 人左右。“通常我们在节

前 3 个月至 5 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而且会收

到很多企业和个人的邀约，舞狮表演的价格也

从数百美元至数千美元不等。”

和往年一样，今年醒狮团将前往柬埔寨王

宫表演。陈敬砝说，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他

们会表演梅花桩和“24 节令鼓”等不同节目。

为讨个好彩头，也为了支持商会发展，各位会

长们和朋友们也经常会邀请醒狮团前去表演，

并慷慨解囊，包出大额的红包。“除了基本开销

和补贴外，大部分收入都用于会馆旗下正在建

设的端华大学。”

柬埔寨人对于春节的重视常令不少在柬

埔寨的中国人感到惊讶。2015 年来柬埔寨的

薄琳说：“我很喜欢这种仪式感，感觉大家对生

活充满了热情。”2016 年，她的父母和姐姐曾

来柬埔寨一起过春节。可惜由于疫情影响，去

年和今年他们都无法回国过年了。她在柬埔

寨的家里布置了一些喜庆的装饰，除夕晚上邀

请几个朋友在家里吃顿火锅。“最大的遗憾就

是见不到家人，吃不到妈妈做的年夜饭，不过

和朋友一起庆祝也挺好。”

除了像薄琳这样无法回国的同胞外，还有

一大批因为工作需要留在柬埔寨的中国员

工，也在热热闹闹地过大年。

正在建设中的金港高速是柬埔寨第一条

高速公路，由中国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以 BOT

方式运作，是柬埔寨重要的战略走廊项目，建

成后金边至西哈努克港之间的通行时间从现

在的 5 个小时缩短至 2 个小时。据金港高速公

路项目支部书记张忠歧介绍，目前还有 800 多

名中国员工奋战在项目一线。

为缓解大家的思乡之情，项目组在做好防

疫工作的基础上，组织文艺演出、抽奖、包饺子

等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大家还一同吃年夜

饭。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他们将继续投入到

热火朝天的项目建设中去。

舞 狮 闹 新 春
本报驻金边记者 张 保

在海外过春节，哪里的年味最浓？每

个人心中各有所属。这当中，旧金山应是

很多人心中的最佳选择。当地农历新年

期间传统的大巡游活动尤其令人印象

深刻。

旧 金 山 最 近 的 一 次 大 巡 游 还 是

在 2020 年，也就是庚子鼠年。

那一年，大巡游的起点是旧金山

市中心的联合广场。第一个节目是

开场舞蹈，身着 56 个民族传统服饰

的演员们跳着精心编排的融合了

各民族特色的舞蹈，伴奏是中国人

都非常熟悉的《好日子》，紧接着

鞭炮上场了。40 万响鞭炮在几

分钟的时间里燃放完毕，噼里啪

啦的鞭炮声伴随着人们热情的

欢呼。接着走来的是

舞狮队，队伍中有

40 只 形

态各异的“狮子”，每只狮子都有自己的名

字和不同的特征。狮子们边走边摇头晃

脑，还不时眨眨眼，憨态可掬，甚是可爱。

虽然说巡游的主基调是“中国红”，但

海外特色依然很明显。毕竟，巡游本身就

是美国人非常喜爱的活动方式。2021 年

的一场巡游就吸引了 250 万人在现场观

看，电视直播观众则达到 2500 万人。

2020 年 旧 金 山 大 巡 游 也 是 如 此 盛

况。当时，第一个出场的花车以当年的主

角——生肖为主题，主体造型是一只巨大

的剪纸风格的红色老鼠，还有祥云、爆竹、

牡丹花、金元宝等中国元素。花车上站满

了身着喜庆红色服装的人们，大家笑容满

面，频频朝观众们招手，尽情传递着他们的

兴奋与喜悦。

粗算下来，旧金山大巡游已有 150 多

年的历史，几乎已经可以算作这座城市的

“见证者”了。

旧金山所在区域原本是印第安人的聚

居地，最初名为“加州小薄荷”。1846 年美

墨战争爆发，美国海军准将约翰·斯洛特带

领手下来到这里，并以美国的名义占领此

地。后来，加州发现了金矿，这里作为淘金

热的核心区域被华侨称为“金山”。再后

来，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附近也发现了金矿，

为了与“新金山”墨尔本区别，这里便改称

为“旧金山”。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淘金时代，很多中

国移民来到此地淘金，或是参与修铁路。

这些华人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依然保留着

庆祝春节的习俗，并希望通过庆祝仪式让

这 个 陌 生 的 国 度 认 识 中 国 ，认 识 炎 黄

子孙。

旧金山有文字记录的最早关于春节的

庆祝活动，是 1851 年 2 月 21 日的“春节大

宴”和 1860 年的舞龙活动。大约 19 世纪

60 年代，当地华人将春节庆祝活动与美国

人最喜欢的巡游活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

旧金山大巡游的雏形。华人不仅自己庆

祝，还邀请当地的政要、公共部门、社会团

体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参加巡游。

如今，旧金山人口超两成是华裔，旧金

山大巡游也已经融入当地文化。同时融入

这座城市的还有华人血液里流淌的勤奋

与自律。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旧

金山是全美国第一个发布“居家避疫令”

的城市，也是最早接受戴口罩措施的美国

城市。

2021 年，因为疫情原因，旧金山大巡

游终究还是停办了。不过今年，回归成为

主旋律。为确保民众安全，当地颁布了参

加者必须全程佩戴口罩、接种新冠疫苗等

严格的卫生防护措施，虎年旧金山大巡游

将于 2 月 19 日在众人的期待中登场。

期 许 大 巡 游
王 瀚

过年买生肖邮票作为伴手礼送给亲

朋，已悄然成为匈牙利当地华人过春节的

年俗之一。

在农历虎年前夕，匈牙利如期发行了

中国虎年生肖邮票。匈牙利设计师糅合中

国装饰性画法，以布艺玩偶为原型创作出

了虎头虎脑的金色老虎，在大红色的衬托

下尤显吉祥喜庆。

虎在匈牙利人眼中是力量、勇气和毅

力的象征。对于饱受疫情之苦的当今世界

来说，今年的这套“虎票”尤其值得期待。

自 2014 年至今，匈牙利连续发行中国

生肖邮票，其目标是出齐中国的十二生肖

邮票，匈牙利由此也成为中东欧国家中发

行中国生肖邮票最多的国家。其中，马年

生肖邮票为首套，其原型是中国画家齐白

石的奔马图。有观点认为，发行这套邮票

有很深的考量，因为那一年正是匈牙利总

理欧尔班倡导的“向东开放”政策逐渐走向

成熟，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起始之

年。匈牙利政府期待两国在政治、文化、经

贸等各领域的合作能够加快推进，跑出“万

马奔腾”的气势。

思路决定出路。近年来，中国与匈牙

利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匈双边贸

易总额突破百亿美元，并不断创出历史新

高。同时，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也一马当

先，占到整个中东欧国家的一半。

有意思的是，匈牙利人爱虎，可当地却

不产虎。1867 年布达佩斯动物园建园时，

只建了狮子馆。动物园经过 10 年努力，终

于从印度找来两只孟加拉虎，养在狮子馆

里，这才满足了让匈牙利人观虎的愿望。

可能恰恰就是因为缺少老虎，匈牙利

文化中对于虎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老虎！老虎！黑夜的森林中，燃烧着

的煌煌的火光，是怎样的神手或天眼，造出

了你这样的威武堂堂”——这是 1794 年英

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创作的革命抒情诗《老

虎》。匈牙利翻译家将这首诗翻译成匈牙

利语，在匈牙利广为传诵。

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也同样认同虎

的文化意义。他一生中创作的唯一一部历

史舞台剧就叫作《老虎和鬣狗》。

裴多菲借虎讴歌胜利，但隐喻从来不

是文学家的专利。在民间，很多人都喜欢

用“起外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匈牙

利政治家从政后，往往会被民间依据其政

治风格和个人特点赋予各种“动物外号”，

如仓鼠、鱼、驴、蚂蚁、松鼠等。这些外号是

如此形象，以至于人们即便不熟悉这些政

治人物，也能从其外号上想象其性格。

比 如 ，欧 尔 班 的 外 号 就 是 虎 。 2014

年，在欧尔班执政的第二个任期伊始，匈牙

利裔英国作家蒂博·费舍尔就写了一本关

于欧尔班的传记——《匈牙利之虎》。1998

年，才 35 岁的欧尔班成为当时欧洲最年轻

的总理，可惜只担任了一届就在选举中落

败；之后的 8年间，欧尔班一直蛰伏待机，直

到 2010 年才再次成功当选，并且一干就是

12 年，一直连任至今。蒂博认为，欧尔班就

是带领国家走向复兴的“匈牙利之虎”。

其实，要照笔者的观点，老虎这个外号

应该送给整个匈牙利。

如 今 ，中 东 欧 地 区 正 成 为 欧 洲 新 的

经 济 引 擎 ，匈 牙 利 的 表 现 更 是 可 圈 可

点 。 逐 渐 减 轻 的 税 收 负 担、不 断 深 化 的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以

及 大 量 高 素 质 的 人 才 和 劳 动 力 ，使 匈 牙

利成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

一。如同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一样，匈

牙利虎虎有生气的经济和社会完全

当得起老虎这个称号。

生 肖 邮 票 俏 销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晖

匈 牙 利 布 达匈 牙 利 布 达

佩 斯 华 人 华 侨 与佩 斯 华 人 华 侨 与

当 地 民 众 一 起 庆当 地 民 众 一 起 庆

祝祝春节春节。。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金 边 永 旺 商 场金 边 永 旺 商 场

两 名 员 工 从 一 家 服两 名 员 工 从 一 家 服

装 店 的 春 节 促 销 展装 店 的 春 节 促 销 展

窗前走过窗前走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保保摄摄

20202020 年美国旧金山农历新年大巡游现场年美国旧金山农历新年大巡游现场。。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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