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有美國網友
在小紅書上，僅用一
天時間就 「撈」 到了

中國朋友西蒙後，越來越多的人
在小紅書上 「大海撈人」 。他們
之中，有的希望找到祖母的親
人，有的希望找到兒時的夥伴，
有的則希望找到自己的親生父
母。

美國網友 「Niki Marie」 在
小紅書發了一張祖母Natalie Yu
年輕時的照片，希望能夠在中國
找到家人。根據Niki Marie提供
的信息，其祖母大約於1930年或
1932年在上海出生，1962年移居
德國，1965年移居美國。中外網
友迅速幫Niki Marie分析，認為
其祖母1962年和美軍結婚，大概
率是從台灣或者香港前往美國，
希望台灣或者香港的網友幫忙擴
散消息。

中國網友 「呱呱漂流記」 發
布筆記，希望大家幫她找到一對

德國的足球教練夫婦。她表示，
當年她生病，在做康復治療時曾
得到他們的照顧。最近，看到很
多外國朋友開始使用小紅書，這
再次喚起了她想要聯絡到他們的
念頭。隨後， 「呱呱漂流記」 表
示，有一位好心的女士，已經通
過郵箱幫她找到了他們的社交平
台賬號，並且已經給他們發了私
信，中外網友都希望他們能夠重
逢。

美國網友「Edward Jones」在
小紅書發文，表示想要尋找他的
親生父母。他講述道： 「我是一
個2000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在
洛陽市被好心人發現，將我送往
孟津縣福利院。後來，我被領養
到美國亞特蘭大省會。經過22
年，我決定回到中國，尋找到我
的親生父母和家人。」 評論區
裏，有不少網友祝福他尋親成
功，但也有部分網友對此表示擔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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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年俗知識
有小紅書網友發帖，用中英文對照的

方式，為外國網友科普中國的年俗知識，
如年夜飯（New Year's Eve dinner）、春
聯（Spring Festival couplets）等。

大公報記者
羅洪嘯北京報道

責任編輯：胡佳希 美術編輯：賴國良

小紅書變春節學堂
讀懂中國成時尚

中國開放大門越開越大 外國網友迎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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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社 交 平 台 小 紅 書 上 的
「TikTok難民 」 也許再也不想 「回
去」 了。19日，短視頻社交媒體平台
TikTok已停止在美國的服務，中國敞
開的大門正在越開越大，已來到小紅
書的全球網友開展新旅程，投入 「讀
懂中國」 的新時尚，學說中國話、學
做中國菜、學過中國年。2025年金蛇
春節是中國申遺成功後的首個春節，
小紅書變身為 「春節學堂」 ，中國的
「小紅薯」 們更是準備和全球網友
「雲做年夜飯」 和 「雲看春晚」 ，
世界同過中國年的盛景正在
從夢想變為現實。

最近，小
紅書上出現了
眾多外國網友

寫給 「李華」 的信，全網都在
問： 「李華」 是誰？而對很多
內地網友來說，他們含淚看完
那一封封來自大洋彼岸的寫給
「李華」 的信。

「李華」 寫信是內地英語
考試中經常出現的一道作文
題，無數中國人曾用 「李華」
的名義給外國朋友寫信。本以
為是一封收不到回信的信，卻
在大量外國網友湧入小紅書
後，收到了無數寫給 「李華」
的回信。有網友說： 「童年的
紙飛機，現在終於飛回了我的
手裏。」

據了解，李華最早出現在
1995年的高考英語卷中，題目
是邀請一個名叫彼得的英國人
去人民公園野餐，並自此成為
內地英語考試中的 「常客」 ，
被戲稱為 「流水的考生，鐵打
的李華。」

中國網友坦言： 「從小到
大，我們寫過無數次的考試題
目：李華給他的好朋友Peter寫
一封信！而這一次，李華終於
等到了Peter的回信。相聚在小
紅書上，世界人民團結友愛，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願李華

的信件一直都有回應。」
令中國網友意外的是，美國也有一個

類似 「李華」 的故事。美國網友分享稱，
許多美國孩子小時候都會挖一個很深的
洞， 「看看我們能挖到多深，我們在挖一
個通往中國的洞。與此同時，我們會問一
些問題，比如 『我想知道中國的孩子玩什
麼遊戲？』 或 『我想知道中國的孩子早餐
吃什麼？』 也許，這代表了冥冥之中，中
美網友注定要成為彼此交流、分享生活的
朋友。」

視頻中，一位外國友人身着紅色
喜福，在喜慶的春聯背景下，學說中
國新年祝福語。
網友 「長島冰茶Rona」 評論：說得
很棒啦！
網友 「你大叔不是李大叔」 評論：支
持外國人參與推廣我們的傳統文化，
讓中國文化名揚四海！

發帖人 「Madison」 ：我第一次做麵條，我的朋友準備了麵糰，並教我如何拉伸
麵條。它們很好吃！

網友 「繁星」 評論：你居然學會了我們陝西的扯麵，太厲害了！
網友 「嘿嘿」 評論：你來過中國？
「Madison」 回覆：我沒有，我應該去看看嗎？

網友 「HLFY」 回覆：Sure！Welcome to China！

發帖人 「Mav小麥」 ：老外第一
次包餃子，新年快樂！我用豬肉
和韭菜做的，我覺得做得不錯！
網友 「花楹」 評論：果然歷史沉
澱的好東西會被很多人喜歡。
網友 「不負韶華」 評論：發現外
國人的廚藝強得可怕，竟然連水
餃都包得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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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奔赴
共賀新春

「中國已經
向世界走完了九十

九步，最後一步，讓世
界走向中國。」在小紅書

上，美國小姐姐Christina用
不流利的中文講出這句話時，中

國網友瞬間感動到 「破防」。中國
網友 「富甲一方」評論： 「那99
步，我們走得好艱難。現在打扮漂
亮了，打開雙手，然後音樂起：終
於等到你，還好我沒放棄……」

從打開窗戶看世界，到敞開大
門擁抱世界，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
越開越大。在小紅書上交流互動的
日子，中國網友比外國網友更為珍
惜這難得的對話機會。 「世界原來
靠得如此之近，地球不同角落的普
通人，都在熱烈地分享着日常和生
活中的點點滴滴。在彼此間，善意
與尊重時刻在流動，這些美好一直
存在，只是在此刻終於具象化
了。」網友阿然_Ryan發文感慨。

外國網友解鎖春節「包餃子」技能

對於中國，外國網友也是從陌
生到熟悉。隨着春節臨近，他們已

經開始 「自主學習」有關春節
的一切。 「包餃子」成為外

國網友解鎖的第一個春
節 「技能」，他們靠

着小紅書上的各
種攻略，以及

中國網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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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做出了地道的餃子。
有不少中國網友感嘆於外國
網友的學習能力， 「你們居然
會自己擀麵皮，很多中國人都不
會！」不服輸的中國網友則晒出了
壓箱底的年夜飯，表示要讓外國網
友學起來。

今年過年，中國網友最期待的
環節，是和外國網友一起看春晚，甚
至已經有網友喊話，希望能舉辦英語
春晚。央視春晚官方也是有求必應，
馬上在小紅書上發布了春晚雙語宣傳
片。有美國網友感動地評論道： 「他
們為我們準備了英文字幕。」

各地文旅局也迅速行動起來，
火速上線雙語運營，招攬外國遊客
來中國過年。深圳文旅官方發出邀
請： 「來深圳過春節是外國朋友體
驗大灣區發展，體驗中華傳統文化
的選擇之一，深圳旅遊以萬花筒般
的精彩，迎接四海賓朋來過大
年。」開封文旅在發出中英文雙語
筆記： 「大宋中國年，開封歡迎
你！」後，立刻收到了來自美國網
友卡羅琳的回覆： 「祝大家蛇年好
運連連、財源廣進、身體健康、結
交新朋友，我將於2025年4月訪問
中國，我非常興奮。」

「一鍵翻譯」功能 中英文無縫切換

小紅書平台也在19日推出最
新版本，新增了呼聲頗高的
「一鍵翻譯」功能，即點擊

評論旁邊的 「翻譯」按
鈕，便可以實現中英

文無縫切換。
大 公 報 記 者 親
測，小紅書翻譯功能
確 實 很 好 用 ， 類 似
「xswl」 「yyds」等常用

網絡語，也能翻譯得當。
面對小紅書上中外網友熱情交

流 的 盛 況 ， 中 國 網 友
Supermax發布筆記，
表達了對2025蛇年春節
的期待： 「全世界都
在過中國年，這次
『逃難』浪潮，給即將

到來的2025年春節，帶
來了不一樣的年味，希
望熱度可以繼續維持下
去，讓中國網友和國
際友人可以一起在
小紅書上過大
年。」

學做年夜飯 執行力超強
隨着交流的深

入，越來越多的外國
網友把小紅書當成了

「阿拉丁神燈」 ，學做中國菜，凡
事都要來小紅書上問一問。

在做中國菜方面，外國網友
的天賦和執行力得到了中國網友
的一致好評。從蒸雞蛋羹到蒸饅
頭，從紅燒肉到可樂雞翅，外國
網友交的 「作業」 都很正宗。中
國網友甚至都開始反思，外國網
友蒸的雞蛋羹像布丁，為什麼自
己蒸的雞蛋羹像 「蜂窩煤」 。經
過一通復盤，中國網友發現，外
國網友執行力超強，嚴格按照菜
譜製作，反而自己在製作步驟和
調料添加上很隨意，導致製作出
的飯菜，與外國網友交的 「作
業」 相比 「略遜一籌」 。

中國網友開玩笑說： 「求求
你們別再洩露中餐機密了，外國
網友蒸的水蛋和番茄炒蛋、紅燒
肉都秒殺海外中餐廳了。 」
「刷了幾天小紅書，外國人的動
手能力太強了，糖葫蘆！梨湯！
蒸雞蛋！甚至學會了包包子和包
餃子。按照他們的速度，下周過
年，都能跟我們一起做年夜飯
了！」 中國網友紛紛感嘆道。

尋找正宗麻婆豆腐食譜
有美國網友在小紅書上詢

問： 「有沒有簡單的麻婆豆腐食
譜？我在這裏找到的都是很複雜
的配方，而且看起來都不太正
宗。」 評論區內，大家一致認
為，地道的豆瓣醬是麻婆豆腐的
「靈魂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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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旅用大熊貓和火鍋圈粉。▲哈爾濱文旅迅速切換至
「erbin」 模式，邀請外國
網友體驗冰雪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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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文旅盛邀海外友人來華過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