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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 跪 拜 、 说 吉 祥
话。此外，大年初一
走亲戚时，秉承华人
长幼有序的传统，峇
峇娘惹要从最年长的
长辈依序一家家走下
来 ， 为 此 不 惜 绕 远
路。这些礼节在大多
数峇峇娘惹中依然是
春节期间必须遵循的
传统。

春节期间，峇峇
娘惹热衷舞龙舞狮，
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
在舞狮基础上发展出
的高桩舞狮。舞狮在
一根根高低不一的高
桩上跳跃腾挪，极具
观赏性。元宵节的花
灯和赏灯为峇峇娘惹
的 春 节 增 添 喜 庆 气
氛。

峇峇娘惹的春节
也引入丰富的马来西
亚文化元素。峇峇娘
惹和马来友族一样，
十分能歌善舞。每年
春节，我都要邀请亲
友举行聚会，为他们
准备色彩鲜艳的马来
糕点，香辣俱备的马
来咖喱菜肴，混以白
切鸡等中式餐点。饱
餐后，我们峇峇娘惹
就会随之载歌载舞，
唱起马来歌谣，气氛
十分热切。

中新社记者：峇
峇娘惹的春节体现了
怎样的文化特色，是
哪些因素让峇峇娘惹
文 化 在 马 来 西 亚 绽
放？

颜泳和：从峇峇
娘惹春节文化中可以
看出，峇峇娘惹很注
意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承。比如峇峇娘惹重
视祭拜祖先，拜年时
强调长幼有序，这些
都体现了中华文化中
注重孝道的传统。而
春节时重视一家团聚
的团圆饭，也是中华
文化重视家庭、重视
亲情的体现。

其 实 不 仅 是 春
节，在峇峇娘惹的日
常生活中，也注重中
华文化尤其是日常礼
俗的传承。比如在我
们家，从祖先牌位的
安放到家庭的布局，
都有相当典型的闽南
特色。

即使有的峇峇娘
惹在马来西亚生活日
久，中文已不是十分
通畅，他们并未因此
减轻对礼俗文化传承
的重视，以此保持和
凸 显 自 己 的 文 化 身
份。

马来西亚华人公
会 的 创 始 人 陈 祯 禄
就 是 峇 峇 ， 他 曾 经
说，“华人若不爱华
人的文化，就会成为
无祖籍的人。”

另一方面，峇峇
娘惹承继了很多本地
文化，并将其融合到
自身的中华文化中。
这在饮食、风俗、穿
着各方面都有体现。
比 如 ， 峇 峇 娘 惹 的

娘惹可峇雅(Nyonya 
k e b a y a ) ， 又 称 娘 惹
衫 ， 是 娘 惹 传 统 服
装，制作时融入了中
国传统的手绣法和镂
空法。近年来，很多
本地娘惹包括华人，
将 娘 惹 衫 和 旗 袍 结
合，发展出中国风的
可峇雅。可峇雅可以
说是峇峇娘惹在文化
上博采众长的代表。

峇峇娘惹文化为
什么能在马来西亚生
根、开花并结果？其
一，中华文化是富有
生 命 力 ， 重 视 传 承
的，它的很多特色被
世界各地人民接受。
比如，中华民族的春
节文化，就多次得到
马来西亚各族裔政治
领 导 人 的 肯 定 ， 认

为这其中体现出的重
视家庭、重视亲人的
理念值得各个族裔借
鉴。

其二，得益于中
华文化包容融合、海
纳百川的传统，中华
文化来到马来西亚后
没有封闭保守，而是
积极适应当地的“蕉
风雨林”，融入当地
民族的文化特色。所
以，峇峇娘惹文化既
坚持中华文化传统，
又适应马来西亚本地
社会，是文明互鉴的
成果，其持久的生命
力在这里开花结果。

中新社记者：您
认为，峇峇娘惹族群
和峇峇娘惹文化在中
马交流中可以发挥怎
样的作用？

颜 泳 和 ： 近 年
来 ， 为 了 马 中 两 国
共同为“送王船”民
俗申报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我多次到厦
门、漳州等地访问。
在那里，我不但可以
用普通话，也可以用
闽南语和当地官员、
专家学者交流，这拉
近了我们的距离，增
进了亲切感。

所以说，作为和
华人、马来人都有密
切联系的峇峇娘惹，
完全可以在马中交流
尤其是马中人民交流
及共建“一带一路”
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优
势，扮演桥梁和纽带
的作用。

进一步而言，峇
峇娘惹文化所体现的

颜泳和：峇峇娘惹“文化之花”
如何在马来西亚绽放？(中)

2020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
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送王船也称“
烧王船”“祭王船”“贡王”等，俗称“做好事”，是一
种民间消灾祈安的祭典醮会，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图

为厦门海沧钟山的送王船盛典。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