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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四海 天下同春
——世界在浓浓年味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玉兔盈盈辞旧去，祥龙龘龘展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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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新春的和风，将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吹向全球各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贴春联、观舞狮的欢声笑语中感受中华文明对美好未

来的向往，在对中国文化的亲身体验中感受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天下情怀和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

为庆祝农历龙年新年，我驻外使馆举办
丰富多彩的新春招待会活动，同各界人士欢
聚一堂，共庆新春，互致祝福，共期龙年和平
与繁荣。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新春招待
会，现场花团锦簇，张灯结彩。多位联合国
高官以及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等300多人欢
聚一堂。联大主席弗朗西斯出席招待会并
表示，联大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
为联合国假日，是对中国为联合国和多边主
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度认可。新的一
年，祝福中国繁荣富强，祝福中国人民万事
如意。

招待会上，多位来宾祝贺春节（农历新
年）成为联合国假日，并向中国人民拜年，高
度肯定中国为维护多边主义、推动联合国事
业发展、应对全球挑战所作努力，祝愿中国在
新的一年取得更大成就，为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龙寓意着
正义、力量、勇气、奋进和吉祥，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象征。衷心希望龙的精神能为国际社会
注入强大动力，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在充满节日氛围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里，当地各界人士、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驻
法使节等欢聚一堂，共迎中法建交60周年华
诞，共庆龙年新春佳节。来宾们高度评价中

法两国走过的60年光辉历程，畅谈中法未来
发展的新机遇新前景，期待进一步加强各领
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法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招待会现场还举办了中法建交60周年图
片展。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表示，60年来，中
法关系秉持“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
互利共赢”，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国与国交往
之路。近年来，中法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各领
域合作稳步推进，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
定性和正能量。

伴随中国传统的喜庆旋律，中国驻瑞士
大使馆新春招待会拉开帷幕。《我的中国心》
《同一首歌》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唱出浓
浓爱国情，琵琶演奏、扇子舞、中国武术等节
目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来宾共祝中瑞
两国繁荣昌盛，中瑞关系再上一层楼。中国
驻瑞士大使王世廷致辞表示，大使馆将努力
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瑞关系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中国驻波黑大使馆举办的新春招待
会上，东萨拉热窝大学汉学系代表、波黑青
年艺术家以及使馆工作人员献上精彩节目，
《我和我的祖国》《啊，朋友再见》等节目赢得
来宾喝彩。

波黑议会代表院轮值主席查瓦拉表
示，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

友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龙年到来之
际，祝愿中国人民春节快乐。中国驻波黑
大使季平向来宾致以新春祝福，并回顾了
两国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愿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与卢布尔雅那
大学孔子学院共同举办2024年新春招待会，
为中斯各界来宾献上精彩晚会。斯洛文尼亚
师生的太极扇、太极剑、皮影戏，旅斯俄罗斯
歌剧演唱家献上的《茉莉花》和《难忘今宵》，
旅斯华侨华人的旗袍秀和琵琶独奏等，获得
来宾阵阵掌声。

毛里求斯总统鲁蓬、总理贾格纳特出席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举办的春节招待会，
并共祝两国人民幸福安康、友谊地久天长。
招待会上，嘉宾们观看了“吉祥龙来”中国十
二生肖文创展和精彩的文艺表演，还在书法、
茶艺、剪纸、乐器文化展示区体验中国文化。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举办新春招待会。荷
兰外交部亚大司副司长威廉姆斯在招待会上
祝龙年和谐、和平与繁荣，表示期待荷中进一
步加强合作。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举办“温暖迎
春·共庆中国年”旅阿中国同胞新春招待会，
与会同胞共祝祖国繁荣昌盛、中阿关系更上
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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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致新春祝福 共期龙年和平与繁荣
—— 我驻外使馆举办庆祝农历新年活动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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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甲辰，龙腾祥瑞。中国人喜迎新春的
同时，世界各地的春节庆祝活动也好戏连台。
春节今年首次被列入联合国假日，彰显中华文
明和东方传统文化的感召力，也体现了国际社
会对世界文明多元融合的良好心愿。

龙年新春，联合国粮农组织、维也纳联合
国总部等联合国机构首次正式庆祝中国农历
新年。目前，已有近20个国家和地区将春节
定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
同形式庆祝春节。从东方到西方，从北半球到
南半球，世界各国点亮“中国红”，共享欢乐喜
庆的节日氛围，感受绚烂多彩的春节文化。

龙腾虎跃、鱼跃龙门，中国龙蕴含的美好
精神为人们带来前进的力量。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说：“龙在中华文化中代表
勇气、远见和行动力。为了应对面临的许多全
球性挑战，我们需要具备这些品质。”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娅用中文祝福大家

“春节快乐”，她认为“龙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和
繁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韦
卡·格林斯潘说：“龙象征着力量，象征着美好
世界和美好生活。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这种积极的力量。”塞尔维亚总统
武契奇相信龙年的中国将以力量、智慧和创新
精神继续全面开拓进取，早日实现中国梦。

春节在节日欢欣中拉近不同国家民众
之间的情感距离。同在东亚文化圈中的许
多国家，春节都是法定节假日。长期以来，
越南、朝鲜、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国各自形成颇具特色和规模的春节
庆祝方式。置办年货、祭祖祈福、洒扫庭除、

张贴年画春联、采买承载好运的
年宵花卉是很多国家共同的春节
活动。天涯共此时，对相近文化
传统的传承和礼敬在不同民族的
新年活动中流淌，促进着相知相
亲，生长出一种“和合”之力。

春节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
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这种理念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
追求相契合，其蕴含的“民胞物与、
协和万邦”的精神价值历久弥新，
有助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美
好的世界。春节文化更加深入地
走向世界，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
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生动体
现。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体
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尊重，
对多元、包容文化价值理念的崇
尚，有助于促进世界不同民族的相
互理解、不同文明的和合共生。

在万物复苏的季节，中国人
怀着对新一年的美好祈愿，庆祝
春天的到来。对春回大地的期
盼，对人间真情的坚守，对家国和
谐的祝福，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是
春节包含的精神文化内核，更是
人类共通的情感。中国愿将春节
这一传统节日的喜气传递给世界，同各国
一道，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开创人类共
同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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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③

① 2月10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演员在内罗毕中国
春节庙会上表演舞龙。

② 2月10日，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地标建筑天空塔，人们
观看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舞狮活动。

③ 2月10日，人们在加拿大里士满的商场表演舞龙。
新华社发

①

②

共鸣·交融

有人说，《春节序曲》是“烙印在中国人DNA里”的旋
律。高昂的乐声响起，年味儿一下就足了起来。今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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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国东南部
贝洛奥里藏特市一个作坊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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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该
校参演的共有15个演员方阵和5辆彩车，其中一辆是舞

动的“中国龙”，还有一辆是紫禁城造型。负责制作演员
服装的裁缝毛罗说，将有巨大裙撑的巴伊亚妇女服装与
紫禁城的红墙金瓦结合在一起需要发挥想象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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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墨表演艺术家齐聚一堂，与当地民众共迎甲辰龙年。
伴随悠扬的古琴声，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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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字上面是草，中间是人，下面
是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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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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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墨西哥城时，感觉这里像‘被打翻的调色
盘’，没想到在皮影戏中也能看到如此大胆的配色，”
韩冰一边向记者展示迭戈带来的各式皮偶，一边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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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始终坚持
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为文明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活水。
如今，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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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BNN新闻网刊文说，世界各地丰富多样的春节
庆祝活动充分体现了文化交流中的欢乐共享和相互欣
赏。这给人们带来重要启示：存在差异不仅不会阻碍团
结，反而有助于展现文化多样性之美。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共祝·同庆

今年年初，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瑙鲁恢复外交关系。
在瑙鲁岛东南部沿海大道旁的一座小山上，客栈“阿夸里
里”的老板丹尼尔双手抱拳，一句粤语发音的“恭喜发
财”，诚挚表达了对中国朋友的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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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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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这一欢快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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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在中国文化中与龙腾虎跃、鱼跃龙门等诸多美好
愿望联系在一起。龙临福至，世界各国的龙年祝福纷至
沓来。“春节快乐，龙年大吉！”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
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用中文说。斐济总统卡托尼
韦雷在该国举行的中国农历龙年生肖邮票及首日封发行
仪式上向中国人民表达祝福：“Bula（斐济语‘您好’），新

春快乐。”泰国总理赛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致辞，祝愿新
的一年将是繁荣、富裕的一年，泰中亲如兄弟，亲如一家，
希望两国之间的友谊更进一步。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
奇在出席春节庆祝活动时向中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期
待塞中“铁杆”友谊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进一步深化。基里
巴斯总统马茂出席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春节招待会时
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问候，愿两国携手共进，共同开创繁
荣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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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携手共进，就能实现一个可持续、公正与
和平的未来。”

“龙象征着力量，象征着美好世界和美好生活。”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韦卡·格林斯潘说，当今世界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积极的力量。

共赏·相知

连日来，不少外国友人来到拥有逾百年历史的法国
巴黎风情园，欣赏形象各异、充满魅力的“中国龙”。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和中法文化旅游年，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园灯会作为主打活动之一，迎来
它的首次“出海”之旅。60个大型灯组、2000余盏彩灯
流光溢彩，为巴黎风情园增添了浓郁的东方色彩。特别
是在“山海有灵”展区，“龙”成为这里的主角，飞龙、盘龙、
双龙戏珠等彩灯栩栩如生。

“这个灯光节并不简单，其背后体现着中国文化和
中华文明，人们来这里能发现中国之美。”巴黎风情园
园长马克－安托万·雅梅说。

春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是阖家
团圆、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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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心布置了龙元素满满的“龙

年吉祥”特展，展现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还安排了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制作体验活动。12岁的女孩格蕾丝举
着自己的作品兴奋地说，木版年画“特别酷”。“我对中国文
化很感兴趣，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

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作为“春节文化周”压轴大戏
的浙江婺剧专场演出赢得满堂彩。服装的绚丽色彩、演员
的灵活身段令观众陶醉其中。当地居民安娜说，这是一场
崭新的艺术体验，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此类文化活动。

春节，也是回望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日子。在已经过
去的癸卯兔年里，中国文化频频在全球掀起热潮。热爱
传统文化的中国年轻人身着汉服、唐装、马面裙，甚至
东北大花袄，惊艳亮相外国街头，在声声惊叹中收获了
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赞美。《长安三万里》等传统
文化题材电影走出国门，让国外观众以现代技术为媒介

一窥中华传统文化之瑰丽。近期，由中国年轻人原创的
网红舞蹈“科目三”爆红海外社交媒体，展现出中国当
代流行文化的强大吸引力。未来，世界期待中国文化带
来更多精彩。

著有《龙的世界》一书的日本作家、翻译家池上正治
曾在中国各地博物馆中寻找龙的历史，在甘肃敦煌莫高
窟中寻找龙的图案，在《论语》《离骚》等经典作品中感受
龙的存在。在池上看来，龙充分体现了中国的魅力，让他
感受到中国的力量。

在年过七旬的美国知名中国文化学者斯蒂芬·阿利
看来，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文化上，“中
国一直是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古代哲学家推崇
的基本核心原则将始终存在。”

巴西汉学家乔治·西内迪诺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了解
中国、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窗口，可以让世界知道如何与
中国人打交道，发现共同的价值，促进互信和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