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基斯坦人 Ali】

很喜歡春節，因為這是一個非
常開心的時刻，你可以看到所有人
都在享受傳統的節日。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朱燁

【斯里蘭卡人 Chira】

超市裏放着過年音樂，紅紅火
火的春聯、福字、龍形窗花集在一
起，很喜慶，很熱鬧，我覺得這就
是年的感覺。

【摩爾多瓦人 Gaby瀟瀟】

一點都不孤單，深圳過年有各
種各樣的活動，有朋友在這裏，外
面也都是新年的 「年味」 ，這就是
過年的感覺。

老外看中國春節

「三二一，看這裏！」 大年三十的年夜飯
桌旁，幾位外國友人停下包餃子的動作，齊齊

向鏡頭露出幸福的笑容。這裏是斯里蘭卡人Chira在北
京的家，除了中國面孔的妻子外，其餘人都是從斯里蘭

卡來北京體驗 「中國年」 的朋友們。就在全球華人熱烈慶祝
農曆新年到來之際，大量來華外國遊客亦入鄉隨俗，逛市

場、學砍價、看舞龍、聽戲曲、吃臘味……與本地人一道感受傳統
中國年的無窮魅力。而對於已經在中國定居的外國友人來說，春節
更是代表家的味道。

外國友人愛上中國年：這是家的味道
包餃子吃臘味 逛市場學砍價 看舞龍聽戲曲

大公報記者 朱燁、夏微報道

責任編輯：林子奇 美術編輯：葉錦秋

▲

在
京
港
人
陳
紅
（
左
）
在
新
春

體
驗
製
作
團
扇
。
受
訪
者
供
圖

【大公報訊】據北青網報道：今年84歲的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原央廣對台灣廣播《空中之
友》節目主持人徐曼，新春之際通過總台台海
之聲和 「看台海」 向台灣島內的同胞們、聽眾
朋友們送出龍年祝福。

生肖屬龍的徐曼說，現在國家繁榮富強，
日新月異，總台與時俱進，對台傳播氣象一
新。台海之聲和 「看台海」 節目豐富多彩，融
媒體等新手段讓人耳目一新，也讓兩岸同胞越
走越近，越走越親， 「祝福台灣島內的同胞
們、聽眾們龍年大吉大利、身體健康家庭幸
福、事業興旺。」

「親愛的台灣聽友，您好，我是徐曼。」
一如40多年前那樣，徐曼用《空中之友》的節
目開場方式向台灣同胞問好，聲音飽含深情、
溫婉圓潤，讓人一下子理解了，為什麼她的聲

音可以撥動島內千萬台胞的心弦。
1981年元旦，空中無線電波裏傳出了一位

叫做 「徐曼」 的主持人，輕柔甜美的聲音，阻
隔30餘年的海峽對岸的台胞們驚訝於大陸主持
人對他們竟如此親切。伴隨着大陸第一個主持
人節目《空中之友》的誕生， 「徐曼小姐」 這
個稱呼在台灣島上不脛而走，台灣聽眾的來信
如雪片一般飛進電台，很多台灣同胞回大陸探
親時，一定要轉道北京見一見 「徐曼小姐」 ，
他們說： 「徐曼小姐」 就是我的親人，我們是
一家人。

徐曼一直也把台灣同胞當作親人。這些年
她一直有一個心願，那就是期盼祖國統一這一
天早日到來。 「我現在腿不怎麼好了，但是統
一那天只要是我在，你們扶着我去台裏話筒
前，我一定要蹦起來、跳起來高呼。」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寫揮
春、包餃子、玩投壺、逛廟會、做團扇……今
年是疫情後北京春節文化活動全面恢復第一年，
很多在京港人選擇留京過年，並為家人安排了豐
富的節日活動，感受內地濃厚的春節氛圍， 「北
京今年年味格外濃，到處都是張燈結綵的熱鬧場
景，小朋友幾乎每天都要外出，感受與香港不太

一樣的中國年。」 在京港人郁文對大公報記者
說。

港人陳紅也選擇今年在北京過大年。 「每
天安排都很滿，要在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國年
味。」 陳紅印象最深刻的節日活動是在參加新春
喜遊會時與手工老師一起製作團扇， 「舉着我自
己做的團扇那一刻，感覺非常幸福，我們中華傳
統文化的工藝品太美了。」

今年春節，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在
朝陽區農業音像博物館為在京港人組織了豐富的
春節活動，邀請留京港人一起玩投壺、抖空竹、
打陀螺、寫揮春、紮燈籠、剪雲肩、吃餃子，體
驗傳統文化項目。協會理事洪劍偉說，組織這樣
的慶祝活動，既能讓更多港人感受傳統節日文
化，又能增進友誼，還能促進港人更好地融入內
地生活。

舉起親手做的團扇，感覺非常幸福空中之友徐曼小姐為台胞送上龍年祝福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
道：逛廟會、享露營、購春禮……龍
年春節有不少外國友人到深圳遊玩，
共享中國年。 「這是我在深圳過的第
一個春節」 ，來自摩爾多瓦共和國的
Gaby瀟瀟向記者分享了她在深圳過

年的感受，她除夕夜和朋友一家一起
包餃子、吃年夜飯，還收到了朋友父
母的紅包。

Gaby瀟瀟還參與了各式各樣的
迎春活動，插花、寫對聯、包餃
子……安排滿滿，不亦樂乎。在參與
「中國年．世界年」 新春特別活動

時，她特意寫了一個福字。 「福字代
表着健康、快樂、幸福。」 瀟瀟舉起
自己寫的福字仔細欣賞，她說要把福
字貼在門上，為新一年帶來好運。

來自巴基斯坦的Ali帶着兒子一
起參加深圳的各式新春活動，他說，
專門給兒子買了紅色的上衣，帶他體
驗了版畫、燈籠的製作。 「很喜歡春
節，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開心的時刻，
你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享受傳統的節
日，享受中國傳統音樂、傳統食物，
體驗傳統藝術，就像是一種對中華文
化的慶祝和對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傳
承。」 他說。

Ali表示，在深圳過年期間，還
打算帶兒子去香港遊玩， 「在深圳北
站坐15分鐘高鐵就可以去香港，我
們上午出發，去香港故宮參觀，下午
就又回到了深圳。」

【大公報訊】記者吳千、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我從2012年開始每
年都來中國畫畫，今年是第一次在中
國過春節。我的中國朋友們為我準備
了我最愛吃的鍋包肉、豆腐和餃子，

我們一起貼對聯，非常有儀式感，讓
我也很開心。」 今年44歲，身高接
近190厘米的俄羅斯美術家協會會
員、油畫家薩甫琴柯．葉甫蓋尼告訴
記者。

薩甫琴柯．葉甫蓋尼的中國好友
哈爾濱太陽島俄羅斯藝術館館長劉明
秀告訴記者，他特別愛吃中國菜，最
開始在中國怕吃不慣，他還自己背俄
羅斯的調料過來，到後來我們吃啥他
吃啥。薩甫琴柯．葉甫蓋尼特別喜歡
吃醬油拌豆腐，東北特色菜鍋包肉也
是炫到停不下來。

「我還很喜歡吃蒸餃，跟東北朋
友很吃得來，這次過年大家聚在一起

過年我非常開心。」 薩甫琴柯．葉甫
蓋尼告訴記者，中國的春節帶給他最
大的感受就是──中國人過節的儀式
感非常強，他很容易就被大家帶入到
喜慶的氛圍中，不由自主的就快樂了
起來。

「我從電視上看到過，中國一過
春節全國都很忙，火車、飛機都忙不
過來，感覺特別熱鬧。」 薩甫
琴柯．葉甫蓋尼說，不斷往來
中國的這十二年，中國
的變化非常巨大，動
車、高鐵他都坐過，
速度令他驚
嘆。

巴基斯坦父子 穿梭深港行大運

俄畫家東北過年：享受貼對聯儀式感

掃一掃 有片睇

「這是元寶餃，白菜餃，月牙
餃，這是……」 Chira端來盛滿餃子
的蓋墊，介紹到一個歪歪扭扭的餃子
時忽然卡了殼，旁邊的朋友有點不好
意思地接過話茬， 「這是我包的，創
新餃。」 房間裏頓時笑作一團，配着
電視機裏的春晚序曲，年味兒十足。

今年是Chira在北京度過的第18
年。在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下，他
的生意越做越好，還成了小有名氣的
帶貨主播。 「春節對我來說，意味着
難得的放鬆，終於能陪伴家人，和朋
友們吃飯聊天。」

就在春節前幾日，Chira迎來了
他家鄉的幾位友人。 「他們都很喜歡
中國，對春節很感興趣，也做了很多
攻略。」 這些外國朋友們指名要去逛
市場。 「他們說要體驗 『砍價』 的感
覺，很興奮，所以我帶他們去了秀水
街，還有一些接地氣的市場。」

熱鬧備年貨 「其他國家看不到」
為了讓朋友們更好地體驗年味，

Chira還帶他們去超市備年貨。 「超
市一開門就有很多人湧進來，有些舖
子還得排隊，北京傳統糕點中的蜂蜜
蛋糕甚至需要跑好幾家才能買到。」
他還看到很多人整車整車地推年貨，
有的貨架一排都空了。 「大家搶的主
要是食品類，這種備年貨的感覺是其
他國家看不到的，很熱鬧，我覺得這
就是年的感覺。」

春節期間，來自南太平洋西部湯
加、在北京讀書的Kini，也迎來了她
的澳洲小夥伴Lindy。當兩位酷愛中
國美食的女孩子湊到一起，年味就變
成了 「吃吃吃」 。她們先去了廟會，
在零下的氣溫裏一人握着熱熱的烤地
瓜，一人端着淋好芝麻醬的老北京麵
茶，站在糖葫蘆攤位前耐心地排隊，
隨後，她們兩人又去了一家烤肉店，
一面享受着店員貼心的烤肉服務，一
面在小紅書上查起了春節攻略。
Lindy希望能親眼看看舞龍、舞獅的
表演，在老舍茶館聽一場傳統戲曲，
再去石景山遊樂園看看非遺項目打鐵
花表演，在熱鬧的煙火裏感受龍年。

四川女婿暢談年節飲食之旅
「中國的春節其實有點像西方的

聖誕節，最重要是大家在一起，和爸
爸媽媽聊聊一年的情況，吃吃團圓
飯。」 來自美國的顧大維太太是四川

人，兩人在一起後，幾乎每年
春節都會一起回四川過年。對

他來說，中國年是家的
味道，滿溢着臘肉香腸

的香氣。
「過年期

間會和父母、親戚聊聊天，然後打
牌、打麻將……」 說起在四川過年，
就不得不提臘肉香腸， 「他們那邊在
春節前，提前很久就會開始做臘肉，
灌香腸，那個香腸蠻好吃的。」 不過
顧大維笑言， 「第一次吃很好吃，第
二次吃也可以，第三次吃就……」 品
味年味美食的同時，顧大維也深諳年
節飲食的苦惱， 「去串門就發現，每
家親戚的飯菜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香
腸、臘肉、雞、魚……」

今年因為顧大維岳父的身體情
況，夫妻難
得留在上海
過年，顧大
維 笑 言 ，
「上海過年

就這點好，
路上不堵車
了。」

▲斯里蘭卡人Chira（右二）在北京家中和家人朋友們一起包餃子。 大公報記者朱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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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友人在深圳參與新春活動，
收穫豐富。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薩甫琴柯．葉甫蓋尼享受貼春聯的
儀式感。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攝

▲來自湯加的Kini（左）和澳洲朋友Lindy
在北京吃烤肉。 受訪人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