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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见闻

海外生活

转眼又是一年元宵节，“四海

同春”2023 全球华侨华人新春云

联欢也如约而至！

“联通古今”闹元宵
本次“云联欢”中，多地结合

特色“玩转国潮”，将古典文化与

现代科技结合“联通古今”，生动

演绎各地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

以全新方式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

美，令观众们眼前一亮。

专好音律的囚牛欣赏弹拨弦

拉的音乐，“春神使者”玄鸟向攒

尖顶上的祥兽“问好”……奇幻花

灯秀《瑞兽闹山海》依靠 AR技

术，描绘了《山海经》中神兽闹新

春的喜庆场景；

电音版大唐古乐《达拉崩

吧》，生动演绎中国传统五声音调

名称、民族乐器、古代八音、古乐

十二律等，让中国古画“活了起

来”；

高人气虚拟人物洛天依演绎

《诗经》名篇，以海内外年轻人青

睐的方式重新演绎中国古典诗

词。

青年舞蹈家胡阳、华宵一以

刚柔并济的双人舞，再现苏轼和

妻子王闰之的爱情，为观众送上

了一场极具中式古典美的视觉盛

宴……

中国年在海外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无论离

家多久多远，人们都惦记着那份

最纯粹的年味。

贴春联、包饺子、舞龙舞狮

……创意短片《中国年世界味》展

现了各国华侨华人在海外过春节

的场景，他们在异国他乡还原记

忆中的年味，将“中国年”带到海

外；

华星艺术团作为海外侨胞中

的重要文艺团体，如繁星散落全

球，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熠熠生光。

在节目《四海同春·华星闪

耀》中，多个海外华星艺术团亮

相，人们身着传统服饰翩翩起舞，

精湛的武术招式虎虎生风，动静

之间皆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生动

表达。

新生代成亮点
华裔新生代是未来和希望，

是在海外延续中华文脉、讲述中

国故事的重要力量。在今年的

“云联欢”中，华裔新生代以多种

多样的方式参与其中，成为一大

亮点。

澳大利亚华裔少年果果是在

海外出生的“华二代”。

在“万家灯火明”“四海团圆

景”“春来万象新”三个篇章里，她

向观众们介绍元宵习俗、制作特

色元宵，并许下自己的新年愿望，

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

承，温情满满又不失趣味；

人气歌手李昕融曾多次参

加“云联欢”。今年她携手全球

十余所华文学校的师生、悉尼

华星艺术团等，同屏合唱了歌

曲《把未来点亮》，希望大家在

新的一年里，都能驶向幸福的

远方。

侨乡迈向“新征程”
多年来，华侨华人在中国建

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

次“云联欢”新增“新征程上的侨

乡”版块，以短片形式展现各地侨

乡新时代风貌。

苏州侨办选送的苏州评弹展

现江南水乡风情；

广 东 侨 办 和 香 港 super

moment 乐队联合演出粤语歌曲

《寻回一碗汤》，乡情乡味浓郁；

青田电视台选送了原创说

唱，用普通话和青田方言演绎，展

现了今日青田欣欣向荣的景象

……

在“十四五”规划新时期，侨

乡也将踏上“新征程”，继续为国

家建设发光发热。

本届“云联欢”由中国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

侨联合会、中华海外联谊会主

办。作为一年一度集中展现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舞台，“云联

欢”已成为联动中国与世界的文

化“桥梁”。

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

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人感受到

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云联欢”

未来也将继续发扬光大，为海内

外观众送上更加精彩的中华文

化盛宴。

（刘立琨 来源：中新社）

柑橘结良缘：
马来西亚华人特色民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透过辛弃疾《青玉案·元

夕》中的词句，可以感受到元

宵节的浪漫氛围。在中国古

代，元宵节被视为情人节，在

马来西亚，元宵节也被视为

华人的情人节。

元宵“抛柑”觅良缘
马来西亚华人还有一项

别具特色的元宵节民俗———

抛柑。近日，在马来西亚雪兰

莪州加影市、柔佛州峇株巴

辖等地，都举办了元宵“抛

柑”活动，单身女性在柑橘上

写下联系方式，抛入湖畔或

河里，青年男性则用网兜争

相捞起柑桔，期盼结下姻缘。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会

长林国元介绍，“抛柑”源于

马来西亚福建籍华人的风

俗，福建歌谣“抛好柑，嫁好

尪”，意思是抛柑可以寻到好

的丈夫。该民俗最早在槟州

出现，之后在雪兰莪州和马

六甲州流行开来，已经成为

单身男女希望捞得一段美好

姻缘的情人节文化。

“元宵拋柑，觅得良缘”。

如今这一民俗也发生了一些

新变。林国元说，比如在一些

地方，年轻人也会“抛香蕉”

“抛苹果”“抛榴莲”，增添了

娱乐性。另外，以前马来西亚

女性大多是在柑橘上留下自

己的电话号码，随着社交媒

体的普及，如今大多数女性

计划留下自己社交媒体账

号。

除“抛柑”之外，赏灯同

样是马来西亚华人重要习

俗。在马六甲的峇峇娘惹族

群中，赏灯“求丁”日益流行。

每逢元宵节，马六甲的峇峇

娘惹们来到庙宇内，许下愿

望，写下自己的名字挂在元

宵灯笼上，希望能心想事成。

另外，马来西亚华人元

宵节期间也会进行寺庙祈

福、歌舞表演、烟花表演、猜

灯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节

日氛围热闹又浓厚。

吃元宵品团圆
谈到元宵节的“吃俗”，

林国元说：“在马来西亚，元

宵节和除夕都是跟家人吃饭

的日子，我们家里一般除夕

在家里吃，元宵节会去外面

饭店里吃。”

“热门的饭店在春节是

很紧俏的，我们提前一周就

打电话预订了位置，饭店的

选择上充分尊重家中老人的

意愿，选了最喜欢的中餐

厅。”他说。

马来西亚华人最重要的

元宵节美食就是汤圆，与中

国不太一样的是，马来西亚

华人在元宵节和冬至都要吃

汤圆。

“马来西亚华人最传统

的汤圆是没有馅料的，通常

是自己在家用糯米面团搓

的，会做白色的和红色的两

种，煮的时候会在水里加一

些黑糖，红色的汤圆煮出来

会呈现粉红色。”林国元说。

他介绍：“后来马来西亚

华人不止制作红白两色的汤

圆，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汤圆。

如今很多中国的元宵产品进

入马来西亚市场，很多当地

人也会在超市里买回家煮，

这些汤圆的馅料五花八门，

也很受到华人喜爱。”

传统节俗会

在华裔新生代中延续
谈及春节和元宵节民俗

的传承，林国元说：“以前都是

家里的长辈告诉我们这些节

俗，由我们再告诉后辈，但其

实很多民俗的细节我们自己

都没有传承，现在都忘记了，

反而是电视节目或者媒体挖

出来，让广大的民众去了解。

像春节的时候，很多电视节目

会播这节日是怎么来的，网站

和报纸上也会刊登，对青少年

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元宵节当天，我们马来

西亚留华同学会也会举办新

春线上团拜会，活动已经连

续举办了三年，今年的活动

上也有精彩的表演，还有红

包福利、幸运抽奖等活动。”

林国元说。

很多人说随着时代的

变迁，马来西亚的年味或许

越来越淡薄。但事实上，马

来西亚华人一直延续着春

节的传统年俗和过大年的

精神，这些年俗也会在华裔

新生代中继续传承下去。

（吴侃来源：中新网）

土耳其侨胞讲述亲历强震

当地时间 2 月 6 日，土耳其发

生多次强震，截至目前已造成该国

上千人死亡。记者连线在土侨胞，他

们讲述了亲历地震的感受。

在距离震中约 300 公里的迪亚

巴克尔，侨胞麦女士感受到两次强

震。“第一次是凌晨 4 点左右，我们

都在睡觉，我老公把我叫醒，房子、

灯全部都在摇晃，当时感觉挺可怕

的。”麦女士表示，醒来后她与家人

往室外避难，发现沿路都是民众和

车辆。

“第二次有震感后，大家全都跑

到室外，因为担心会有余震，都不敢

回到建筑里。我和家人暂时都待在

车上，救护车一直在我们身边呼啸

而过。”麦女士告诉记者，地震发生

后，当地网络、电力都受到影响，收

发消息有明显延迟，她只能尽量节

约手机电量。

“这两天刚好下大雪，天气很不

好。目前超市基本全部停业，好在刚

刚找到一家营业的店铺，安排家人

吃上饭了。”麦女士说。

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侨胞李先

生虽因距离较远没有受到地震影

响，但十分担忧位于震中地区的朋

友：“电话、短信、通讯软件都联系不

上他，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很着急！”

旅居土耳其的侨胞黄女士生活

在土中南部城市安塔利亚，她原计划

于上周五前往此次震中附近的加济

安泰普。“因为工作原因没有成行，万

幸躲过了这次地震。”她表示，由于安

塔利亚距震中有一定距离，震感不明

显，但城市有关部门刚刚发布了海啸

预警，大家都提高了警惕。

黄女士说：“我的男朋友在震中

地区，地震发生时，他和室友相互呼

喊对方的名字，迅速钻到桌子下避

难。强震过去后，他们在公园躲到天

亮，很多人把车开到学校的操场上

躲避余震。”

地震发生后，黄女士也做好了

准备。“除了食物，我把手机充满电，

并把瓶子叠放在家中的边角处，厚

衣服也放在了能随手拿到的地方。”

“余震不断，家中水杯里的水时

不时会轻微晃动，身体也有摇晃

感。”侨胞古丽阿亚提居住在土耳其

巴尔杜尔，因距离发生地震的地区

较远，没有强烈震感。

古丽阿亚提回忆称，地震发生

在凌晨，睡梦中没有感受到震感。

早晨起床后看电视上滚动着地震

相关新闻，手机里全是来自父母、

朋友的未接电话和微信，“房屋倒

塌，受灾民众在废墟里求救的画面

令人心痛。因为我在成都上学时经

历过‘5·12’汶川地震，所以更能体

会到灾难的无情和残酷，希望大家

都能挺过难关，平平安安”。古丽阿

亚提说。

面对地震，古丽阿亚提准备了

家用急救包、食物和水等物资以备

不时之需。“因为气温下降，我也准

备了较厚的围巾和帽子。”

在距离震中地区 200 余公里的

内夫谢希尔卡帕多奇亚区域，侨胞胡

胡与媒体连线时正在经历余震，但震

感十分轻微。她表示，由于其所在地

区距震中较远，当地居民生活未受影

响，“邻居正在铲雪，很淡定”。

胡胡回忆，凌晨 4 时许发生地

震时，自己正在睡梦中，没有明显震

感。在 13 时许发生的地震中，她听

到家中有物品拍打声，桌面上摆放

的物品也有抖动，但震感轻微。她表

示，看到关于震中受灾情况的新闻

后有些后怕，“我也在关注着震中的

情况，希望所有人都能平安”。

（门睿 徐文欣 金旭来源：中新网）

澳大利亚华裔少年果果向观众们介绍元宵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