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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使节在联合国体验包饺子、写福

字，到瑞士日内瓦万国宫高悬起大红灯笼，从

新加坡“春到河畔”的巨龙灯饰熠熠生辉，到

马来西亚马六甲的百余少年共舞长龙……天

下同春，龙年的祝福正从四面八方传来。

共祝 ·同庆
春节已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并被近20

个国家列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

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农历新年，春节民俗活

动已走进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连日来，世界

各地的新春庆祝活动异彩纷呈，热闹非凡。

“过年”，正成为一项全球性文化盛事。

在美国纽约，中国龙形文物巨幅海报亮

相时报广场，向全球人民献上新春祝福。在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奥克兰参加“新春花市

同乐日”活动，与当地华人共迎新春。在毛里

求斯首都路易港，该国副总理胡斯努与众人

敲响锣鼓，共同启动“欢乐春节”花车巡游。

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长长的舞龙在龙

珠引导下上下翻飞，博得阵阵喝彩。游客巴

蒂斯特说，世界各地都在庆祝春节，因为春节

带来的快乐能“感染所有人”。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吉祥与喜庆。

春节来临之际，世界多地的地标性建筑身披红

色迎接节日。纽约帝国大厦塔尖红光闪烁，亮

起中国春节主题灯光；英国伦敦的巨型摩天轮

“伦敦眼”亮起红色和金色灯光，象征幸福吉

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中国红”让圣

三一桥显得更加静谧美丽；在日本东京，东京

塔也换上一身红装，为龙年送上祝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新春致辞中

说，龙象征着活力、智慧、守护、吉运，正是应

对当今全球挑战所需要的特质。

春节走向全球，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一年

更比一年浓的年味儿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如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阿

列克谢 ·马斯洛夫所说，春节正成为中国递给

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共鸣 ·交融
春节前后，欢快的《春节序曲》在全球多

地响起，奏响文明交融共鸣的乐章。

在白俄罗斯国家音乐厅，中白两国音乐

家联袂演奏《春节序曲》和《库里安协奏曲》；

在巴黎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春节序曲》和

《卡门序曲》赢得阵阵掌声；在美国费城交响

乐团新春音乐会上，演出曲目既有西方歌剧，

也有《春节序曲》《茉莉花》等东方经典；在德

国柏林爱乐音乐厅，曲调活泼的莫扎特《第四

圆号协奏曲》第三乐章、典雅唯美的《春江花

月夜》连同《春节序曲》让柏林爱乐“欢乐春

节”午间音乐会成为一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

艺术盛宴。

今年春节恰逢巴西狂欢节。连日来，工

人们忙着为“城市花园”桑巴舞校赶制用于参

加狂欢节表演的服装道具。今年参演的彩车

中，一辆是舞动的“中国龙”，还有一辆是紫禁

城造型。裁缝毛罗说：“我们用大红色布料代

表红墙，金色丝带勾勒出金黄色的屋顶，中间

配有黑色装饰让颜色更加丰富，体现出狂欢

节的欢快和紫禁城的威严。”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中国新年

文化节上，伴随悠扬的古琴声，中文名叫顾品

鸿的墨西哥小伙与当地民众围坐在一起，他

熟练地将茶叶放入紫砂壶，不一会儿屋内就

茶香四溢。“墨西哥也有使用草药的悠久历

史，两国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传统的中国皮影艺术在大洋彼岸的墨西

哥也找到了“知音”。脚踩风火轮的哪吒、蓝

红相间的彩色狗在白色幕布后你追我赶。手

拿木棍和细线操纵它们的，是北京皮影传承

人韩冰和墨西哥皮影表演艺术家迭戈。韩冰

感慨地说，“非遗文化不仅走出国门，更实现

了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中华文明始终坚持兼收并蓄的博大胸

怀，中华文明所散发的智慧光芒能够引导人

们沿着包容开放、美美与共的道路探寻不同

文明和谐相处之道。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据新华社北京2月  日电）

龙行四海天下同春 春节成为文化名片

世界在浓浓年味中感受中国魅力

▲在加拿大多伦多，身穿中国传统服饰的儿童展示剪纸作品

 在新西兰南岛城市克赖斯特彻奇的海格力公园，一名女子
与“财神”人偶合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