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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人山人海，参
加的人士不仅可以
亲自感受中国民俗
艺术、品尝中华美
食、观看中国传统
艺术表演，还可以
带走各式各样的免
费民间艺术作品作
为春节装饰，感受
中国“年味”。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纵 然 身 处 异 国 他
乡，但对文化根脉
的情怀深植心中，
对中国传统节日的
感受是共通的。通
过参加春节文化活
动，既可以营造过
年氛围，也可以慰
藉思乡之情，还能
让华裔后代感受中
国传统文化。春节
讲究团圆，参加春
节文化活动也是海
外华侨华人一起热

闹 过 年 的 场 景 之
一。

中 新 社 记 者 ：
海外华侨华人保留
了哪些中国春节传
统？又有哪些本土
化的创新？

陈 梅 ： 追 溯 历
史，华人在海外过
春 节 的 传 统 ， 是
与华人移民的脚步
相伴相随的。在美
国，十九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淘金热及
横贯美国铁路修建
完工之后，早期华
工从美国西部开始
东迁来到东岸。历
史资料详细记载了
1871年2月18日，这
些华工及其家人，
在美东地区举办第
一个中国新年的庆
祝活动。

春 节 常 被 翻 译

成Spring Festival，其
实在海外更习惯称
春节为Chinese New 
Year，即“中国新
年”，也就是我们
说的农历新年，一
般指正月初一。但
华人在海外过春节
和 在 中 国 国 内 一
样，是一个更大的
范畴，包含除夕、
初一和正月十五三
个重要时间节点。
华人完整保留了中
国的春节传统，贴
春联、挂灯笼、放
烟花；除夕夜的年
夜饭上一定要有饺
子或年糕，正月十
五 也 一 定 要 吃 元
宵。春节期间走亲
访友互相拜年，给
孩 子 压 岁 钱 发 红
包，华社活动中有
舞龙、舞狮表演等

等。
当 然 ， 春 节 在

海 外 也 有 许 多 因
地 制 宜 的 创 新 ，
比如在美国一些大
城市的中国城，会
有中国农历新年巡
游等不同形式的庆
祝 活 动 ； 在 一 些
欧 洲 国 家 则 会 以
中国新年音乐会等
形式庆祝；在东南
亚一些国家的华人
家庭，还会制作融
合南洋风味的“年
饼”作为新的“年
味”……在这些因
地制宜的创新过程
中，不同文化和文
明得以交融互鉴。

中 新 社 记 者 ：
在海外举行的包括
春节在内的中国传
统节日活动中，是
否有当地主流社会

的参与？参与度如
何？

陈 梅 ： 其 实 ，
在 海 外 不 同 形 式
的中国春节庆祝活
动，已经逐渐走出
唐人街，有越来越
多当地主流社会的
人士参与。比如非
常著名的旧金山农
历新年大巡游，就
是从早期少数中国
劳工在中国城小打
小闹庆祝春节的传
统，如今演变成多
族裔、中美团体亲
密合作展示中国传
统文化的盛会，成
为世界十大著名大
巡游之一。再比如
美 国 纽 约 帝 国 大
厦、英国伦敦眼、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
院等多国地标建筑
每年也会为中国春
节点亮红色灯光以
示祝贺。

在 一 些 国 家 和
地 区 ， 中 国 春 节
已经被列为全国性
或地方性的法定节
日。多国政要也会
在中国春节期间发
表新春贺词。

中 新 社 记 者 ：
海外华人赓续传承
的中国传统节日文
化活动，如何成为
中外文化交流的载
体？

陈 梅 ： 纽 约 有
数十万来自中国的

美国纽约布莱恩公园举行舞狮活
动，众多孩童在活动中与舞狮近

距离接触。廖攀 摄

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春节气氛
浓，人们在一家上海菜餐厅用

餐。廖攀 摄

陈梅：华侨华人何以成为春节文化
海外传承的“自媒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