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庫曼斯坦遊客
萬 里

在廣東汕頭潮
陽區龍井行祠廟，我
跟隨忠精英歌隊隊長
學起英歌舞，跳起來
很是振奮人心！

塔吉克斯坦遊客
菲魯吒

來到遼寧錦州
北鎮，與當地村民共
度新春，發現老年人
扭起秧歌來，同樣活
力四溢，雖然歲月在
他們身上留下了痕
跡，但他們的心卻是
年輕的。

巴西遊客
路易莎

廣東深圳錦繡
中華中國民俗文化
村張燈結綵、熱鬧
非 凡 。 在 晚 上 的
「非遺喜粵燈會」
春節主題活動中，
我們還觀看了 「打
鐵花」 「水上飛天
火 壺 」 等 非 遺 表
演，這趟中國遊真
是太精彩了！

德國遊客
卡 拉

我看到了最真
實、最有魅力的中
國文化。我還在上
海豫園買了很多年
俗創意產品，可以
給朋友們帶去中國
春節的祝福。

責任編輯：牛禾青 美術編輯：賴國良

遊園會尋年味 舌尖滋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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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任芳頡、李暢北
京報道：首個 「非遺版」 春節，北京成

為了外國朋友們體驗中國傳統文化的絕佳舞台。逛廟會、嘗美
食、逛商場、看表演，沉浸在濃濃的年味中，不少外國友人不
禁直呼： 「 『非遺』 春節是最獨一無二的節日，每個人都值得
來中國體驗一次！」

「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過春節！」 已來中國五個月的麗薩
興奮地說道， 「人們會怎樣慶祝這個盛大的節日？過春節都會
準備些什麼？又有哪些豐富多彩的活動？我一直渴望深入體驗
中國春節的獨特氛圍。」 幸運的是，麗薩的學校組織了一系列
校園慶祝活動，讓她有機會近距離地感受中國的春節文化。
「我們品嘗了地道的中國美食，比如餃子、四喜丸子，還收到
了學校精心準備的新年禮物！」

「春節是個獨一無二的節日，每個人都應該來中國體驗一
次。」 麗薩感慨地說。自從來到中國，她發現中華文化博大精
深，值得慢慢去探索。通過身邊中國朋友的介紹，麗薩已迫不
及待地想要走進美麗鄉村，逛一逛新春集市，感受更加濃厚的
中國年味。

公交地鐵年味濃 裸眼3D賀新春
奎恩也是第一次來中國過春節，談到北京的春節氛圍，她

讚不絕口， 「公交車廂和地鐵站內張貼懸掛了很多精心裝扮的
春聯和福字，多處電子大屏播放着裸眼3D動畫過年宣傳畫
面，科技感與傳統節日氛圍完美融合，無論走到哪裏，都令人
感受到了濃濃的節日氣氛。」

來自巴基斯坦的烏薩馬表示，如果用三個詞來形容春節，
他會選擇：熱鬧、幸福和有趣。在烏薩馬看來，一到春節，北
京的大街小巷人頭攢動，張燈結綵、喜氣洋洋，到處懸掛着紅
燈籠、中國結。 「這種節日的喜慶氛圍不自覺地讓人開心起
來。」 烏薩馬還特別喜歡看到人們踏上歸途，與家人團聚的情
景。這種對家庭的重視和親情的力量，讓他深刻感受到，春節
不僅是一個節日，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和情感的紐帶。

這個春節，烏薩馬計劃與朋友們一起逛廟會、爬長城、嘗
美食，探索北京的多樣面貌，除此之外，他還想去上海走一
走。 「上海的繁華與春節的傳統氛圍相結合，一定會給我們帶
來一種全新、別樣的體驗。」

▲上海市閔行區嚴家灣舉行的 「村晚」 吸引不少在滬外籍人士走進美麗鄉村，逛新春集
市、品嘗農家飯、做中國結，感受濃濃中國年味。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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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青年教師馬曉宇第一次繞龍燈便感受到了非遺的魅力。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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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
農曆正月初一，來自埃及的小哥馬曉宇

（Mahmoud Soliman）起了個大早來到上海浦東三林鎮，一
頭扎進了浦東繞龍燈（又稱三林舞龍）課堂，在當地幾位老師
的帶領下，舉起 「龍頭」 劃八字、繞圈、定點……在一場酣暢
淋漓的教學中，感受濃濃的中國年味。

據了解，三林舞龍是上海浦東一帶的地方傳統民俗體育活
動，也是上海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這項 「滬
產」 非遺項目，將傳統意義上的舞龍、水上龍舟和天上的風箏
龍，即天龍、水龍、地龍結合在一起，融入各種元素，充滿海
派特色。 「我屬龍！」 在中國工作生活十多年的馬曉宇，對於
中國文化非常痴迷，在中國傳統佳節體驗中國文化，對他而言
意義非凡。

馬曉宇現在上海外國語學院東方語言學院擔任阿拉伯語外
教，對中國文化頗為熟悉。可當他看到三林龍獅隊隊員手中拎
着的布龍時，仍感到驚奇。這次當地共安排了六位老師教學，
在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下，馬曉宇根據難度，由淺入深地學了
「八字舞龍」 、 「繞圈游龍」 、 「龍出宮」 等動作，最後還將
它們連貫流暢地串聯起來，吸引了不少路過的遊客和市民爭相
拍照。

「做一顆傳播中國文化的種子」
「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馬曉宇可謂這句阿拉伯

諺語的忠實實踐者。十多年前，他來到上海求學，就愛上了這
座城市。畢業典禮上，他曾經代表國際學生發言： 「哪怕只有
微不足道的一點點力量，我也要盡自己所能，做一顆傳播中國
文化的種子。」 埃及是文明古國，但馬曉宇對於古老的中國文
化同樣非常喜愛， 「比如毛筆書法、宣紙、古詩詞等。」 此
前，他還接觸過松江棉布，由此開啟了對松江歷史和紡織業發
展的研究。

記者了解到，今年首個 「非遺版」 春節，各地 「非遺遊」
熱度大增， 「非遺體驗」 備受外國人歡迎。攜程數據顯示，春
節期間入境遊訂單同比增長203%。據上海邊檢總站統計，春
運以來，截至1月26日，該總站已查驗入境外籍人員數量超13
萬人次，其中免簽入境的外籍人員數量達7.5萬人次，佔入境
外籍人員總數的57.3%。

行花街看舞獅 嶺南文化醉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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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近

日， 「中國年．世界年」 2025年中外友人
迎新春遊園會活動在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
華信義學校舉行，中外友人們一起體驗
「世界非遺版」 春節活動，在非遺的世界
裏探索教育與文化的深度融合，感受粵港
澳大灣區深厚的文化底蘊。

遊園會上，中外友人們除了品嘗棉
花糖、缽仔糕、非遺糖畫、艾葉粄、薑
茶等本地傳統小吃，還品嘗了蛋撻、雞
蛋仔等港澳特色美食，用舌尖滋味體會
灣區年味。此外，活動還設置各類民俗
文化體驗攤位，從風格多樣的麥金畫和

版畫印製到質樸雅緻的中式茶藝，以及
充滿灣區特色的紅釉彩瓷 「滿堂紅」 和
大船坑舞麒麟，每一種技藝都為新春增
添別樣光彩。

「希望通過這些畫把祝福送給大
家。」 來自巴基斯坦的那伊莎體驗了寫
「福」 字，還向記者展示了自己親手製作

的財神爺版畫作品。那伊莎表示，在學寫
春聯時感受到，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朋
友，大家都有一個簡單而真摯的願望，那
就是希望家人平安、團圓。 「希望能有更
多人能到中國旅行，多了解中國。」 隨
後，她用剛學的青澀中文說着： 「祝大家
新年快樂！」

▲在廣州白天鵝賓館，外國友人
歡聚一堂，一起吃年夜飯。

▲醫學生Patience Ratidzo（中）在東莞度
過了難忘的春節。

老外愛上
非遺中國年

春節首日入境遊
主要客源國家

日本

新加坡

馬來
西亞

韓國

泰國

資料來源：
央視新聞

廣州
【大公報訊】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從逛
花市到吃年夜飯，從看舞獅到賞煙花……
今年春節，不少大灣區民眾經常在一場場
年俗活動中邂逅外國面孔。蛇年春節是首
個 「非遺版」 春節，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內
地最開放的地區之一，吸引了不少外國遊
客前來感受 「年味」 。記者從廣州邊檢總
站獲悉，除夕當天，入境外國人已超5600
人次，預計整個春節假期，各口岸出入境
人員量將突破41萬人次。

「這是我第一次過春節，街上到處都
是紅燈籠，太喜慶了！」 26歲的西班牙青
年Adrian在人潮湧動的廣州花市裏興奮喊
道。在廣州塔下擺出新春祝福的手勢，在
越秀行花街感嘆 「這裏可能有1億人」 ，在
年貨一條街打卡拍下 「年味照片」 ……
Adrian趁着春節來到廣州， 「特種兵式」
逐個走訪廣州的年味 「打卡位」 ，旅遊之
餘也將照片上傳小紅書，吸引不少熱心
「老廣」 留言， 「指路」 Adrian下一站的
目的地。 「大家熱情向我推薦各種好玩的
地方，包括爬白雲山、到白鵝潭看煙花
等，廣州人真的太熱情了！」

在廣州白天鵝賓館，一群外國學生圍
坐在一起吃粵式年夜飯。餐廳裏， 「財
神」 打扮的服務員熱情洋溢地分發着 「金
幣」 等小禮品，大圓桌上，從 「一盅兩
件」 蝦餃到燒麥，油角到湯圓，應有盡
有。六歲的混血男孩Justin在廣彩花盤上親
手為 「廣州塔」 塗上顏色。 「對於春節，
我最期待的環節是收紅包！」 Justin笑着
說。他的父親、來自美國的Mark則樂呵呵
地表示： 「我最喜歡的春節習俗是吃團年
飯。中國的家庭很大，但過年的時候，天
南海北的人們都趕回老家團聚，我覺得特
別溫馨。」

行祖廟拜北帝 廣味年俗好鍾意
除了特意前來的外國遊客，一些長期

定居在大灣區的外國人也在這個春節深度
體驗中國年俗，從 「老外」 變 「老鄉」 。

大年初一行祖廟是很多佛山人過春節的傳
統節目，市民遊客體驗行祖廟、拜北帝、
擲靈龜、看粵劇的風俗，祈求幸福生活。
2019年來到中國的巴西朋友Vinicius就被這
裏別具韻味的嶺南文化深深吸引， 「在佛
山祖廟過春節，感受非遺文化，是我在中
國體驗過的最有意思的活動之一。」 佛山
是廣東醒獅的發源地之一，百萬粉絲外國
博主小龍也來到祖廟前感受春節氛圍，現
場學習舞獅後他忍不住高呼， 「禪城，我
好鍾意！」

在東莞，來自津巴布韋的醫學生
Patience Ratidzo度過了一個難忘的除夕
之夜。科室同事特別為她安排 「輪班年夜
飯」 ，輪流邀請她回家吃團圓飯。從老火
靚湯、白切雞、燒鵝，到砂糖橘、油角、
糖環，一樣不缺。 「我第一次收到了紅彤
彤的利是。中國的節日不僅很有傳統文化
底蘊，還很有活力，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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