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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去年才來到陝西西安，但西安外國

語大學埃及留學生劉逸宏的漢語，卻讓很

多居留西安十多年的「老外」都自嘆不如。「中國和埃

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國，在埃及很多人都知道中國，更有

太多人喜歡中國。」正是基於這樣的氛圍，劉逸宏在國

內讀書時便選擇了漢語專業，來到中國留學後，他更加

堅定了當初的選擇。「漢語現在已經成為國際語言，中

國快速發展，為世界發展帶來了新動力、新機遇，所以

說，漢語專業在全球範圍內都是最有前途的專業之

一。」蛇年春節，除了體驗包餃子、貼春聯、看演出、

賞非遺之外，劉逸宏也希望能多走進一些中國家庭，沉

浸式享受自己過的第一個中國春節。

「要了解中國從春節開始」
「我學的漢語言專業，就要求我必須深度融入中國社

會，深度融入中國文化。」來中國前，劉逸宏做了很多準

備，甚至連春節的習俗都一一記錄在了筆記本上。「中國

有句古話：百聞不如一見。我現在就特別能理解這句

話。」 劉逸宏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

深，僅就春節年俗而言，都讓人眼花繚亂。「所以說，要

了解中國要從春節開始，要了解春節必須從體驗年俗開

始。」

「他們都表達出喜歡和嚮往」
讓劉逸宏倍感驚訝的是，這幾天，他在埃及的很多朋

友都發來了中國蛇年春節的盛況。「他們都表達出喜歡

和嚮往。」在劉逸宏看來，隨着中國的吸引力不斷增

強，全球越來越多的人都選擇了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

化，在中國實現自己的夢想。「漢語成國際語，中國年

成國際節日，就是最好的例證。」

「春節讓世界更了解中國」
與劉逸宏有一樣感受的還有西安外國語大學羅馬尼亞

留學生米哈，雖然成家有了孩子，但為了未來更好的發

展，米哈義無反顧地成為了一名國際交換生。「在羅馬

尼亞，中國的知名度很高，影響力很大，除了隨處可見

的中國製造，很多人都在學習漢語。」米哈已經在中國

度過了兩個春節，在她看來，中國春節就像個百寶箱，

每一次打開都有驚喜。

「今年是首個非遺中國年，和往年不同的是，我受邀

在一位中國朋友家裏共度了佳節。」 米哈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雖然國有界，但以情感為紐帶的節日卻是相通

的。「如今在羅馬尼亞，很多當地人也都過起了中國春

節，春節讓世界更了解中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陝西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非洲青
年劉亦辰（Pierr Pedro Mahuaia）近日
更換了微信頭像，照片中他身着紅色襯
衫分外亮眼。劉亦辰告訴記者，乙巳蛇
年是他的本命年，穿紅衣能帶來好運。
前不久落幕的2024「漢語橋」全球外
國人漢語大會配音秀，這位來自莫桑比
克蒙德拉內大學孔子學院的學生以「年
的味道」為演講主題，摘得海外賽區成
人組二等獎。
「春節獨特的習俗承載着濃厚的文化
意義，深深吸引了我。無論是家人圍坐
吃團圓飯，還是街頭巷尾的燈籠和煙
花，都讓我感受到一種溫馨的歸屬
感。」近日他受訪時說。

第一次過春節 枕頭下收穫紅包
2021年，劉亦辰進入蒙德拉內大學孔
子學院學習漢語。2023年10月，他前來
浙江師範大學留學。隔年，他在江西宜
春度過在中國的第一個除夕夜。
那一天，乘坐高鐵從浙江金華抵達宜
春，已過晚上六點，劉亦辰和夥伴來到
一戶劉姓人家家中。琳琅滿目的年夜飯
映入眼簾，紅燒肉、土雞湯、清蒸
魚……主賓圍坐一圈，氣氛熱烈。席間
煙花升入夜空、鞭炮驟然炸響，劉亦辰
說，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在這一刻是如
此鮮活，其中蘊藏的無數美好希冀也溫
暖了身為他鄉異客的自己。

第二天起床時，他發現枕頭下有一個
壓歲紅包，是來自中國朋友的新春祝
福。
數月後，劉亦辰結束為期一年的留學
時光，回到莫桑比克。他告訴記者，在
蒙德拉內大學孔子學院，師生會組織慶
賀中國新年的活動，如寫春聯、看春
晚，感受人們辭舊迎新、祈求吉祥的和
美心意。「大家相聚一堂，歡聲笑語，
展現了對家庭和團圓的重視，也讓我對
中國春節有更多感悟和敬意。」劉亦辰
說。
劉亦辰2023年9月通過「漢語橋」活
動首次來到中國。在這一屆「漢語橋」
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上，他和120個國
家的137名選手自海外預選賽中脫穎而
出，來華參加決賽。
本想表演快板，因行李箱在旅行輾轉
中不慎遺失，劉亦辰只好更換才藝展示
內容。令他驚喜的是，靠網絡自學「三
天速成」的《武家坡2021》表演，助他
獲得總決賽三等獎。此後，這位非洲青
年熱心關注中國戲曲及相關流行音樂，
「《探窗》是最喜歡的歌曲之一」。

冀9月來中國攻讀國際關係碩士
去年底，劉亦辰順利通過論文答辯，
將於今年6月畢業。最近，他正在申請
獎學金，希望9月能再來中國，攻讀國
際關係方向研究生。

特稿

「埃及的朋友們都來問中國春節」 非洲青年本命年心願：再來中國

Karen是一名美國教師，通過線上平台教授中國學生
已有6年時間。隔着屏幕，她見證了無
數中國孩子的成長，也深深被中國文化
吸引。每逢春節，學生們總會熱情地向
她介紹中國新年的習俗。2024年12月4
日，「春節」被正式列入人類非物質文
化遺產代表作名錄，Karen也萌生了親
身到中國體驗春節的想法，她把第一站
選在了哈爾濱，並在與學生的不斷交流
中，定下了由北向南，體驗城市和與學
生線下相聚的行程。

哈爾濱體驗冰滑梯雪地摩托
初到哈爾濱，Karen 就被這座「冰

城」深深吸引。冰雪大世界裏，晶瑩剔
透的冰雕在燈光下熠熠生輝，在零下20
度的嚴寒中，Karen體驗了冰滑梯、雪
地摩托等冰雪項目。這些冰雕不僅是藝

術品，更是中國工匠智慧的結晶。「這
比我在美國見過的任何雪景都要壯觀，
Harbin is super impressive」（哈爾濱給
人印象太深刻了），Karen在朋友圈中
寫道。
Karen第一次在中國過春節，走訪各

地，她注意到每個城市都有獨特的春節
氛圍。西安的燈會、武漢的年貨市場、
深圳的機器狗舞獅表演都給她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中國不僅地大物博，文化
也非常豐富多彩。」在西安，她不僅觀
看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關中皮
影戲的精彩表演，還親自嘗試了操作皮
影人物，雖然動作不熟練，但那種親手
觸碰傳統文化的感覺讓她興奮不已。」
原來皮影戲的表演道具是這麼精美，色
彩鮮艷，要辛苦練習才能很流暢地表演
出來。」Karen感嘆道。她還登上了城
牆，第一次穿了中國傳統服飾漢服，彷
彿穿越回古代。「這趟中國遊真是太精
彩了！」

青島吃各種口味海鮮餃子
遊玩之餘，Karen還不忘品嘗美食，

「我在美國就吃過春卷、蝦餃等中國美
食，這次印象最深的當屬在山東青島吃
到的各種口味的海鮮餃子，魚肉餡的非

常鮮美。」Karen說，自己來中國前就
做了旅遊攻略，「吃脆皮燒鵝、東坡肘
子……」她的中國學生們也向她推薦了
不少「必吃」餐館和「必玩」項目。

北京親手印製「年年有餘」
此次中國行，Karen最重要的安排是
與各地學生線下見面。在北京，她見
到了教了三年的學生劉同學。「終於
能面對面交流，而不是隔着屏幕，這
種感覺太奇妙了。」Karen感慨道。在
劉同學的陪伴下，Karen 體驗了寫春
聯、木版印刷年畫等非遺體驗，並親
手印製了一張「年年有餘」的年畫，
作為此次中國之行的珍貴紀念。「這
些年畫不僅是裝飾品，更是中國人對
美好生活的嚮往。」Karen說，中國春
節的活動非常豐富，讓她感受到了中
國文化的溫度。
在青島，Karen見到了學生June的一

家，他們熱情地準備了海鮮大餐，各種
口 味 的 海 鮮 水 餃 讓 Karen 直 呼 ：
「Amazing！」（太驚艷了）。June還
贈送了最地道的中國茶葉，讓她帶回美
國分享。Karen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June已跟她學習英語三年多了，最頻繁
的時候她們每周會在線上見面四次，從

屏幕中看着長大的孩子終於在現實裏相
見，很神奇，也特別感動。「我們剛見
面就擁抱在了一起，June跟我交流她的
假期生活，我也分享在哈爾濱的旅行見
聞。」Karen 說，與學生面對面的交
流，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每個孩子的性格
特點。她有個7歲的學生Kim，線上上
課比較害羞，經常需要引導才敢開口說
英語，這次線下見面接觸時，她當面給
予鼓勵，在線下的輕鬆氛圍中，學生更
願意開口說話，相信之後的線上教學也
會更有效。

要將中國見聞融入教學中
多年前，Karen 曾到訪過南京。她

說這次中國之行，徹底刷新了自己對
中國的印象。「去過的城市我都非常
喜歡，每個地方都有獨特的魅力。印
象最深的是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
Karen 提到，在西安入住的一家酒店
窗簾是自動的，她從未見過這麼高級
的設備，感覺非常奢華。「很多酒店
的大堂還有機器人服務，真是太酷
了！」這些細節讓她深刻感受到中國
科技的飛速發展。
而哈爾濱之行更讓Karen對中國北方
的冬季文化有了全新認識。她決定將這
些見聞融入今後的教學中，通過分享經
歷增進與中國學生的情感。「中國是一
個充滿故事和溫度的地方，有機會我還
會再來。」

●西安外國語大學美國籍教師約翰．托馬斯．阿蘭特
（左二）、塔吉克斯坦留學生米娜（左一）、埃及留學
生劉逸宏（右一）、羅馬尼亞留學生米哈（右二）共賀
首個非遺中國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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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從北向南探訪中國學生

●Karen在哈爾
濱冰雪大世界

▲Karen在北京品
嘗地道炸醬麵

◀Karen在北京
與她的學生劉同
學在一起

▶ Karen 在 西
安地鐵上自拍

親眼見到屏幕裏長大的孩子親眼見到屏幕裏長大的孩子 師生情誼從虛擬走進現實師生情誼從虛擬走進現實

◀Karen 在青島
與學生June聚餐

▲Karen在青島
品嘗的海鮮餃子

▲Karen的青島學生June
送給她的中國禮物

1月25-1月28日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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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的冰雕太震撼了！」農

曆新年，Karen在朋友圈分享了一

張她在黑龍江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的照片，照片中的她裹着厚厚的羽絨服，臉頰被凍得通紅，但笑容燦爛。這位

來自美國紐約的線上外教，正在經歷一場自北向南跨越的精彩中國年旅程。從1月25日到2月9日，Kar-

en計劃走遍哈爾濱、北京、西安、青島、上海、蘇州和深圳。沉浸式體驗中國不同地區新年氛圍

的同時，與多位中國學生線下相聚，跨越太平洋的師生情誼從虛擬世界走進了現實生

活，在新年的歡聲笑語中愈發深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圖：：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