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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多彩活动迎接兔年春节
展现中华文化魅力

中新网1月7日电 
农历癸卯兔年新春临
近，全球各地华侨华
人一系列迎新春活动
正陆续登场。大家在
欢乐祥和的氛围中辞
旧迎新，也向世界展
现中华文化的魅力。

据 日 本 《 华 侨
报》报道，第17届名古
屋中国春节祭于1月6日
至9日举行。活动设有
25家美食展位，还安排
了 宫 灯 制 作 等 体 验 活
动 。 在 日 华 侨 华 人 艺
术 家 、 艺 术 团 体 歌 舞
爱 好 者 、 以 及 日 本 歌
手 、 舞 蹈 艺 术 表 演 家

等登台献艺。
名 古 屋 中 国 春 节

祭始于2007年，是由日
本 中 部 地 区 华 侨 华 人
和 中 国 驻 名 古 屋 总 领
事 馆 共 同 举 办 的 大 型
庆 典 。 活 动 不 仅 慰 藉
了 海 外 游 子 的 思 乡 之
情 ， 也 让 日 本 民 众 近
距 离 感 受 中 国 文 化 ，
加 深 了 彼 此 的 理 解 和
情感。

1 月 7 日 ， 北 德 春
节 联 欢 会 将 在 德 国 汉
堡 豫 园 举 行 ， 本 届 晚
会 集 结 了 来 自 北 德 地
区 的 专 业 演 员 和 业 余
文 艺 爱 好 者 近 百 余

人 ， 将 带 来 歌 舞 、 汉
服 秀 、 曲 艺 、 诗 歌 朗
诵 、 儿 童 歌 舞 、 乐 器
演 奏 等 精 彩 纷 呈 的 演
出节目。

据 马 来 西 亚 吉
隆 坡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消
息 ， 该 中 心 将 在 1 月
1 4 日 举 办 “ 走 进 中 心
过 大 年 ” 活 动 。 当 天
将 举 办 玉 兔 迎 春 专 场
音 乐 会 、 新 春 传 统 习
俗 讲 座 、 “ 金 玉 楼
春 ” 潮 州 木 偶 剧 、 “
美 丽 中 国 之 友 城 绘 ”
暨 “ 水 韵 江 苏 与 世 界
的 对 话 ” 中 马 青 少 年
绘 画 展 等 ， 同 时 邀 请

民 众 参 与 写 春 联 、 绘
福 字 、 剪 纸 、 年 画 拓
印 、 拨 浪 鼓 制 作 等 非
遗 手 作 体 验 ， 让 大 家
在 墨 香 、 戏 韵 、 乐 声
和 美 食 中 感 受 喜 气 祥
和 的 新 春 氛 围 和 浓 浓
年味。

加 拿 大 华 人 社
团 联 席 会 将 于 除 夕 日
在 大 温 哥 华 地 区 举 办
首 届 中 国 春 节 文 化 庙
会 ， 届 时 将 呈 现 多 彩
的 “ 中 国 风 ” 文 艺 节
目 ， 并 进 行 丰 富 的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展 示 。 大
年 初 一 ， 温 哥 华 中 华
会 馆 等 众 多 侨 团 机 构

及 其 他 族 裔 团 体 将 在
唐 人 街 举 办 中 断 春 节
庆 会 。 其 中 的 主 打 活
动 — — 华 埠 春 节 大 巡
游 已 是 温 哥 华 颇 具 代
表 性 的 多 元 文 化 节 庆
活动之一。

意 大 利 米 兰 侨 界
将 于 1 月 2 2 日 在 唐 人
街 举 行 “ 喜 迎 新 春 、
舞 龙 舞 狮 ” 大 联 欢 ，
活 动 现 场 还 将 带 来 舞
蹈 、 古 筝 、 武 术 等 文
艺 节 目 ， 侨 胞 们 将 在
浓 郁 中 国 风 中 感 受 新
年的喜悦。(完)

哲学模式是个体主义
式的，即我与他者互
为陌生。

“ 家 ” 的 哲 学
从“亲亲”开始，注
重相互之间的关联，
但又强调“不同”，
维特根斯坦从中发展
出“家族相似”理论
来破解西方的本质主
义，而中国文化传统
的“和而不同”进一
步概括了“家”的这
种 理 想 状 态 。 在 这
种“家哲学”的框架
下，每个个体都可以
不一样，但因为“亲
亲”而归于“和”，
并 不 一 定 就 指 向 冲
突。从家哲学中的“

亲亲之爱”发展出“
泛爱天下”的仁爱精
神，可建立起对共同
体、对国家关系的新
理解，也就是“天下
一家”的理念。

“家哲学”旨在
把他人拉近，强调“
亲如兄弟”，形成一
种 共 同 感 与 家 庭 氛
围，在此基础上进而
形成“天下一家”的
相互关系，后者在哲
学上转变了理解世界
的基本范式，可提供
一套新的哲学体系，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
形成新的天下观，从
而推动实现人类命运
共同体。从健康的“

家”文化，提炼出普
遍意义，在现代世界
尤为重要。(完)

受访者简介：
孙向晨，复旦大

学教授、哲学学院院
长、通识教育中心主
任；入选国家“万人
计划”社科领军人才
(2020年)、上海市领
军人才(2019年)。曾
在耶鲁大学、芝加哥
大学、巴黎高师、德
国柏林自由大学等大
学做访问学者、访问
教授。牵头或参与的
教学项目获国家级教
学 成 果 一 等 奖 ( 2 0 1 8
年 ) 、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二等奖(2014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
《哲学研究》等杂志
发表论文多篇，多项
著作、论文获上海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双重本体：形
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

的 基 础 》 《 现 代 个
体 权 利 与 儒 家 传 统
中 的 “ 个 体 ” 》 两
篇文章分别入选2015
、2017年“上海社联
十大年度推介论文”
。

孙向晨：现代世界
如何走向“天下一家”？(下)

孙向晨，复旦大学教授、
哲学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