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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外教體驗鬥鼓
敲出中國人精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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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過去的一年，「China Travel」風
靡全球，成為很多外國人的年度記憶和

國際熱詞。自信開放的中國，正吸引着越來
越多的外國友人選擇來華旅遊、學習、工作
與生活。數據顯示，2024年，共有6,488.2萬
人次外國人入境中國，同比上升82.9%；全年
累計簽發外國人簽證證件259.7萬本次，同比
上升52.3%。「春節，不僅是家和團圓的味
道，更代表着新的一年，新的開始和新的希
望。」對於特別喜歡中國春節「年味」的杜
布闊娃．奧莉卡而言，首個「非遺版」春
節，讓她和在西安的很多外國友人，不僅進
一步深切體悟到家的溫暖和親情的力量，更
對未來多了一份新的期待。

首個中國年 記憶都是團圓感動
「大約是在上四年級時，我第一次從書本上
認識了中國，當時我就想有一天一定要去中國
看看。」1997年，夢想成真的杜布闊娃．奧莉
卡終於踏上了中國的土地，第一眼就讓她感慨
萬分。「在課本上我看到的是一個擁有悠久歷
史的中國，在這裏我看到的是一個高速發展、
日新月異的中國。」杜布闊娃．奧莉卡說，也
是在那一刻，她希望能留下來。
杜布闊娃．奧莉卡至今還記得在中國第一

次過春節的情景。當時她在山東濟南，春節
前，一位遠在遼寧瀋陽的中國朋友邀請她一
起過年，沒有絲毫的猶豫，杜布闊娃．奧莉
卡便登上了北去的列車。「你知道嗎，就是
那種綠皮火車，人很多，我坐了十幾個小時
的硬座到了瀋陽。」第一次來中國，第一次
體驗春運， 杜布闊娃．奧莉卡對自己在中國
過的第一個春節充滿了好奇。「我記得當時
朋友家好多人，大家一起包餃子，準備年夜
飯，然後圍在一起吃團圓飯。」雖然並沒有
想像中的那般熱鬧，但杜布闊娃．奧莉卡卻
感觸頗深，因為，這一次過中國年的經歷，
讓她深深明白，春節就是濃濃的家的溫暖，
還有親情的溫馨和團圓的感動。

手機中有很多鬥鼓的錄音
從1997年來華至今，杜布闊娃．奧莉卡已

經在中國過了20多個春
節。「每一年春節都有
不一樣的感受和新的發
現。」 在杜布闊娃．奧
莉卡的手機中，有很多
鬥鼓的錄音，每每閒暇
之時，她總喜歡戴上耳
機聽一聽。「咚咚咚」
的鼓聲一起，杜布闊娃
．奧莉卡說她渾身都是
勁。
據介紹，西安春節演
奏鑼鼓的習俗已經延續
千年，無論是雷霆萬鈞
的戰鼓、威風八面的鑼
鼓、聲震四方的龍鼓，還是源自唐宮廷的鼓
樂，不僅是寶貴的非遺文化，同時也是當地
民眾最喜聞樂見、過年必不可少的項目。
「鑼鼓表演因聲勢浩大、雄強震撼，不僅最
能表達人們過年喜悅歡騰的心情，更傳遞出一
種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我很喜歡。」首個
「非遺版」春節，從年前開始，杜布闊娃．奧
莉卡便一如既往地開啟了自己的春節發現之
旅。體驗傳統民俗，逛廟會品美食，感受她最
喜歡的春節鬥鼓，不亦樂乎。在中國十二生肖
中，蛇象徵智慧和靈動，杜布闊娃．奧莉卡也
希望新的一年，伴隨着鑼鼓聲，能帶給自己和
學生更多智慧、希望與健康，用最好的精神面
貌一起達成更多的目標。

和大洋彼岸家人視頻共享佳節
與杜布闊娃．奧莉卡認識中國的方式一

樣，西安外國語大學美國籍教師約翰．托馬
斯．阿蘭特，也是小時候從課本上認識中
國。但與杜布闊娃．奧莉卡不同的是，除了
學校，阿蘭特對於中國的深層次了解，卻更
多來自家庭教育。「我的媽媽特別喜歡中國
和中國文化，小時候，幾乎每年春節，媽媽
都會帶我去唐人街吃中國菜、看中國春節年
俗演出。」正是這種持續的耳濡目染，不僅
讓阿蘭特深深愛上中國，更對中國春節有了
一種特別的情懷。

1995年來到中國後，在西安這座十三朝古
都，自小就熱愛人文歷史的阿蘭特一待就是
30年。「記得95年剛來西安時，因為我是一
個人，所以春節時我選擇外出旅遊。」那年
的除夕夜，在開往昆明的列車上，阿蘭特和
另一名來自成都的中國青年成了這列車廂僅
有的兩位乘客。「當他知道我來自美國時，
就給我講了很多中國春節的年俗和過年的方
式。」 阿蘭特說，那一夜，他在迷人的中國
春節傳統文化熏陶中度過了自己在中國的第
一個春節，終身難忘。
「包餃子、貼對聯、舞獅、鑼鼓、中國功

夫，那種過年的味道和氛圍，太棒了。」對
於阿蘭特而言，春節也有了團圓的期待，今
年除夕夜，阿蘭特和大洋彼岸的家人進行了
視頻連線。「一方面，我希望用這種方式和
家人團圓；另一方面，我也想讓媽媽看看最
地道的中國春節，通過視頻和美國唐人街的
春節隔空融合。」

一襲粉色襦裙，一抹靈動唐妝，
驚鴻一瞥，便是一眼千年……從
2019年來到西安第一眼看到皮影，
西安外國語大學塔吉克斯坦留學生
米娜便迷上了中國傳統文化。近兩
年來每逢春節，米娜總會換上唐
裝、點上唐妝，融入到西安大唐芙
蓉園和大唐不夜城流光溢彩的璀璨
夜色中，找尋她一直嚮往的最傳統
的中國年。「我特別喜歡那種氛
圍，就像是在一幅畫裏。」米娜
說，那一刻，就連自己也覺得，她
就是一名熱愛傳統文化的「中國女
孩」。
一條絲綢之路，將中國和塔吉
克斯坦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米娜
15歲時就從家鄉隻身來到西安求學，提起與中國
的緣分，米娜笑稱要感謝Made in China。「中
國製造不僅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同時也讓我對中
國充滿好奇與嚮往。」6年前，當父母問她想不
想去中國留學時，米娜毫不猶豫地背上行囊，踏
上了異國他鄉的土地。

春節烙下一個最深刻的文化記憶
來到西安後，米娜的眼界一下子豁然開朗。

「這座千年古都讓我明白了，這裏除了有全世界
歡迎的中國製造，更有傳承千年的歷史文化，以
及讓全球矚目的現代化快速發展。」 對米娜來
說，了解中國文化，是從春節開始的。時至今
日，她依然記得剛來西安時的那個春節。「老師

為我們準備了很多美食，送了好
多小禮物，還讓我們看了央視春
晚。」雖然當時的米娜，對於中
國春節一無所知，但那晚喜慶的
氛圍、精彩的晚會、好吃的餃
子，卻給她烙下了一個最深刻的
文化記憶。
「有人說我穿上唐裝，幾乎和中
國女孩一模一樣。」或許是源於那
個春節的難忘記憶，米娜對中國傳
統文化情有獨鍾，無論是傳統舞
蹈、服飾、剪紙等非遺，都一一體
驗。「記得是去年的春節，我在大
唐芙蓉園體驗唐裝，當時有人給了
我一盞唐代宮燈，我特別喜歡。」
而讓米娜更為欣喜的是，給她宮燈

的人正是一位製作彩燈的非遺傳人。「他告訴
我，這盞彩燈 『點亮』了千年，更傳承了千年，
裏裏外外都是文化和故事。」米娜說，那一刻，
除了傳統彩燈的美，還有深深的感動。
首個「非遺版」春節，米娜特別忙碌，除了參
與演出2025年絲路春晚，她還與多位在西安的外
國朋友一起，錄製了四海同唱《相親相愛》短視
頻，向世界介紹非遺中國年。「除了穿漢服遊大
唐芙蓉園，我還想去看看大唐不夜城的《花車巡
遊》，體驗一下木版年畫等非遺，最好能偶遇
『李白』，與他對上幾句唐詩。」米娜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中國春節每一年都有新的亮點，特
別是成功入列非遺，更讓全世界更直觀看到中國
春節之美，中國傳統文化綻放出更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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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節大年初一凌晨，俄羅斯

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的涅瓦河畔洋

溢着歡聲笑語。中國同胞與俄羅斯民眾翹首以

盼，共同期待一場特別的新春慶典。

「……五！四！三！二！一！」隨着倒計時結

束，聖彼得堡最著名的地標性建築之一、橫跨涅

瓦河的冬宮橋在中國經典樂曲《春節序曲》的旋

律中徐徐開啟。橋身燈光閃亮的「中國紅」映照

在河面上，歡快的音符在夜空中跳躍，為寒冷的

冬夜注入濃濃的暖意和喜慶氣息。

「在異國他鄉看到喜慶的中國裝飾、聽到熟悉

的 春 節 樂 曲 ， 瞬 間 感 受 到 了 濃 濃 的 『 年 味

兒』！」一名中國留學生激動地說。

按照當地傳統，涅瓦河上的多座橋梁只在每年4

月至11月通航季定時開合，以便大型船隻通航。

「這是聖彼得堡首次為外國節日開橋，特別獻給

我們的中國朋友。」聖彼得堡市對外關係委員會

主席格里戈里耶夫說。

聖彼得堡是俄羅斯的文化之都。這場獨特的冬

季開橋儀式，不僅是一次中俄文化的交融，更凸

顯雙方對深化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視。中國駐聖彼

得堡總領事羅占輝表示，中俄關係近年蓬勃發

展，開橋儀式是兩國友好關係的寫照。

當地市民尤利婭和朋友得知開橋消息後，專程前來

觀禮。尤利婭興奮地說：「市政府專門為中國新年開

橋，這是送給中國朋友一份特別的愛！新年快樂！」

第十一次在官方層面慶祝春節
今年是聖彼得堡市第十一次在官方層面慶祝春

節，過春節已經成為這座城市一項傳統。每年節

日期間，聖彼得堡都會組織數十場豐富多彩的活

動，包括晚會、展覽、大師班和圍棋比賽等，讓

當地民眾感受中國文化的魅力。

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系教授羅季奧諾夫

對記者表示，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擁有深厚的傳統

文化底蘊。中國春節走向世界不僅豐富了全球文化

多樣性，也為推動世界文明繁榮作出重要貢獻。

春節是中國人的重要傳統節日。點燈、開橋，

為中國朋友獻上「特別拜年禮」的冬宮橋不僅溫

暖了聖彼得堡的冬夜，也為兩國人文交流注入了

新的活力。 ●新華社

首次點燈開橋慶春節 聖彼得堡獻上「特別拜年禮」
特稿

「咚咚咚」鼓聲一起渾身都是勁 燈火璀璨處處洋溢年味

●中國春節鑼鼓打出了紅火生活，更打出中國人的精氣神。

●春節期間，西安白鹿倉景區進行鑼鼓表演。

●西安外國語大學塔吉克斯坦
留學生米娜穿唐裝、點唐妝，
感受中國年味。

●1月29日凌晨，在俄羅斯聖彼得堡，人們在涅
瓦河畔觀看亮起「中國紅」的冬宮橋開橋。冬宮
橋29日凌晨在傳統中國樂曲《春節序曲》的旋律
中開橋。這是冬宮橋首次以伴有音樂的開橋形式
慶祝中國農曆新年。 新華社

▲西安外國語大學俄
羅斯籍教師杜布闊娃
．奧莉卡與美國籍教
師約翰．托馬斯．阿
蘭特體驗中國年。

●1月25日，在貝寧科托努的貝寧中國文化中心，演員在春節聯歡晚會上表演舞獅。
新華社

●1月28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的國家紀
念碑亮起紅色燈光。 新華社

●1月28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人
們與舞獅演員互動。 新華社

「當『咚咚咚』的鑼鼓聲響起，我的心也跟着飛了起來，這是我最

喜歡的春節『聲音』。」蛇年除夕，古城西安流光溢彩，燈火璀璨，

處處都洋溢着濃濃的年味。聽着窗外不遠處景區不時傳來的一陣又一

陣歡快、鏗鏘的鼓點，已經在中國工作生活了近30年的西

安外國語大學俄羅斯籍教師杜布闊娃．奧莉卡，頓感熱血

沸騰。「這一聲聲鑼鼓，不僅敲出了新一年更紅火的生

活，更敲出了中國人獨有的那種精氣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