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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把今天法国这
个地方叫做高卢(Gallia)，把高
卢人叫做Gallus，而Gallus在拉
丁语里的另一个意思是雄鸡。
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鸡是
法国第一共和国时代国旗上
的标志，是当时法国人民的革
命意识的象征。高卢是古代西
欧地名。高卢分为两大地区：
山内高卢，即阿尔卑斯山以南
到卢比孔河流域之间的意大
利北部地区；山外高卢，即阿
尔卑斯山经地中海北岸，连接
比利牛斯山以北广大地区，相
当于今日的法国、比利时、以
及荷兰、卢森堡、瑞士和联邦
德国的一部分，这一地区通常
也泛称高卢。

大约14世纪后，法国人也
逐渐接受了雄鸡这一代表形
像。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雄鸡
才正式成为法国的象征。法国
大革命和七月王朝时期，雄鸡
取代了王权的标志——— 百合
花。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国旗上
有雄鸡形象，是当时法国人民
革命意识的象征。尽管雄鸡具
有警惕、勇敢的品质，但是拿
破仑皇帝更喜欢用雄鹰作为
法国的标志。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雄鸡被当作法兰西民
族抵抗普鲁士入侵的象征。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高卢雄
鸡被当作法国足球队和橄榄
球队的标志，由此使得高卢雄
鸡举世闻名。

葡萄牙的吉祥物：
巴塞罗斯公鸡

葡萄牙是以公鸡为代表
的国家，意大利语称葡萄牙为
“PORTUGALLO”，意思就是
“公鸡之港”。“葡萄牙公鸡”起
源于北方小城巴塞罗斯，当地
人世代相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很久以前，一个虔诚的朝圣者
被误认为盗贼而被判绞刑。临
刑前，法官终于答应召见他。
当囚犯被带去时，法官正准备
享用晚餐。囚犯为了证明自己
的清白，指着餐桌上一只刚出
炉的烤鸡愤愤地说：“这只鸡
将为我鸣不平！”在场的人都
认为他疯了，没想到那只烤鸡
居然真的一抖身子站起来，对
着囚犯引吭高歌。法官大为震
惊，赦免了囚犯。从此，巴塞罗
斯公鸡成为信任、公正和好运
的象征，并作为葡全民族的吉
祥物和非官方的国家象征，深
刻影响着葡萄牙文化。

葡萄牙人酷爱公鸡，将公
鸡形象做到明信片、瓷砖、瓷
器、软木塞上，而最经典的工
艺品就是“花公鸡”，通常是用
陶土制成，身上画有好多表示
正义和善良的大红心，是最受
欢迎的纪念品。

本报综合

春节不仅是华夏子孙传承
中华文化的日子，也是中华文
化在世界多元文化舞台上大放
光彩的日子。随着中国的国力
逐步提升，华人们的文化自信
越来越高，异乡过春节的热度
丝毫不逊于中国国内。

美国
春节在美国日益受到重

视，每到中国农历新年，纽约标
志性建筑帝国大厦1327只彩灯
就会一改往日美国星条旗的颜
色红、白、蓝，亮起华裔喜爱的
红色和金色，表示对中国农历
新年的祝贺。这一形式至今已
延续了6年。纽约华人每年春节
都举行“新年花车游行”，并表
演舞龙、舞狮，近年来更是吸引
了迪士尼，派出卡通主题人物
助兴。越来越看重华人文化的
美国人，甚至会穿上唐装旗袍
和你共度佳节。

加拿大
每年一进腊月，加拿大从

东部的多伦多到西部的温哥
华，华裔社团陆续开始欢庆春
节。有中国使领馆的地方，中国
外交官和当地的政府官员就会
被一同邀去参加各种庆祝活
动。舞龙与舞狮、武术与杂技、
歌舞与服装表演、庙会式的展
览、狂欢式的游行活动为当地
社区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在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
尔这样的大城市，华裔社团与
当地一些社区和管理机构联合
举行贺岁活动。舞狮、秧歌、京
剧、灯笼、剪纸、“中国结”中华
文化的“特产”深深地吸引着其
他族裔的居民。

英国
在春节期间，英国除了政

要们向华人拜年、举行春节招
待会以外，主流社会还会积极
参与庆祝活动，大英图书馆这
一类世界级馆所和中小型博物
馆以及剧院、基金会、大学乃至
社区中心都会举办中国春节文
化介绍，中小学校还纷纷给孩
子们讲授中国的春节习俗，教
孩子学做红包、灯笼以及中国
龙。伦敦唐人街每年吸引600万
游客，伦敦华埠商会主办的特
拉法加广场春节庆典，已经成
为伦敦的著名旅游品牌。

法国
随着华侨华人在法国的

影响日益增大，庆祝中国春节
的活动已被巴黎市政府和市
民所接受。每到春节，装饰着
红灯笼的巴黎市政府广场便
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众多
巴黎市民聚集在这里观赏由
法国华人侨团联合举办的春
节彩装游行。巴黎市市长还会
为迎春狮子点睛，届时，锣鼓
喧天，金龙银龙上下翻飞，彩
狮精神抖擞，平安腰鼓、京剧
人物、龙舟报喜的精彩表演张
扬着华夏文明。

据中国侨网

日本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的国家，也是个非常重视保持传
统文化的国家。许多来源于中国
的传统文化在日本社会都能看
到其浓郁的影子。但是日本人早
已不使用农历，也不过春节。

日本从7世纪末期开始使用
中国的历法，一直到1685年，才有
了日本人自己编制的“贞享历”，
后来几经改历，到明治初期使用
的是“天保历”，这些历法都是阴
历。明治维新前，官吏领取的是

按月发放的“月
俸 ”，但

阴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
要按十三个月发放。当时明治新
政权面临着近代化的建设，需要
巨额资金，国库空虚。于是，明治
政府于农历1872年11月9日发布
了“改历诏书”，决定废太阴历，
颁行太阳历，以即将到来的12月3
日作为1873年1月1日，从此诸祭典
等旧历月日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
日期施行。改历的结果是为政府
省下两个月的财政支出，对政府
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政困
难。至此，日本开始使用太阳历，
新年从中国的春节改成了新历年
的元旦，元旦即为新年。每年12月
29日至1月3日是法定的新年假期，
日本人会在新年假期里举国同
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元旦，也
是日本人过的新年“正日”。

元旦取代春节后，风俗却保
留了下来，只是时间上不同而
已。每家用松柏装饰房屋，十二

月三十一日夜晚为“除夜”，这天
晚上每家都吃团圆芥麦面条，因
为面条代表着长寿。除夜，人们
在家中或在寺院等待着午夜十
二点的到来。十二点一到，日本
全国各地寺院都要敲一百零八
下钟，“除夜钟声”响过后，人们
各自怀有不同的宿愿，络绎不绝
地走向神社寺院，参神拜佛。第
二天互相拜年。

吃冷食是日本新年的风俗，
至于原因，都是以温良贤淑著称
的日本女性惹的麻烦。在日本，
每个新年前的12月28日，要进行
全年最大的一次大扫除，而这基
本是靠太太一个人拼命干活。于
是，等到大家都放假回家，太太
便可以发发小脾气：“这几天不
开火了，大家吃凉的吧。”这种说
法带有一定夸张，但吃冷食的传
统的确是为了体谅太太，感谢她
辛苦了一年。此外还是有两样热
东西可以吃的，一样是荞麦面，
一样是年糕。

综合《环球人物》、百科观察

法国自称高卢雄鸡

日本为何不过春节

异乡春节的中国味

国国
外外
的的
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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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多个
国家有过春节的习俗，主要是
一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
东南亚国家等。

越南：也爱贴春联

春节是越南民间最大也最
热闹的传统节日。除夕夜零时，
电台会播出国家领导人春节讲话，
节日气氛达到高潮。随后人们采一根
树枝回家，这叫“采绿”。在越南语中，“绿”
和“禄”同音，“采绿”就是“采禄”，意味着把吉祥
如意带回家。

越南人也有贴春联习惯。以前春联用汉字
书写，文字拼音化以后，现在大部分春联改用
拼音文字，每个拼音字是一个方块，自成风格。
另外，越南人也爱在家里贴上“福”、“双喜”等字
样和福、禄、寿星的形象，还有各种传统年画，
表达对新年的美好祝愿与向往。

韩国：重视团聚

韩国春节也在正月初一，韩国人称为“旧
正”，传统上又称“元旦”、“元日”、“岁首”，与我
国春节相似。每到除夕，韩国人也是千方百计
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春节一大早，举行“茶
礼”，即在宗祠或住宅的厅里摆设年礼、岁酒、
年糕片汤等，进行家庭祭祀，这个过程也叫做

“祭礼”。然后全家一起吃“岁餐”，岁餐相当于
我国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年饭后，收拾好饭桌，互相
拜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糕汤，韩国人认为吃
了它就算长了一岁。接着还要“省墓”，即到先人的
墓地，摆上祭品，进行祭奠。

新加坡：欢聚一堂“捞鱼生”

初一下午，人们互相走亲串友，给亲朋好友拜
年。如今，更多的人用贺年卡和礼物来互贺春节。
春节期间有很多民俗活动，如掷骰子、放风筝、抽
陀螺、踏跷跷板等。悬挂“福笊篱”的习俗，至今在
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仍很流行。每逢春节，新加
坡华人家家户户写春联、贴福字，屋里屋外红红火
火；买年货、做年菜、除夕吃团圆饭喜气洋洋；民间
也兴拜年、祝福、送红包和压岁钱，图个吉利。南洋
华人还用独特的方式来欢庆华人年，那就是一家
人欢聚一堂“捞鱼生”。“捞鱼生”是一种菜式，以生
鱼条为主食，加以有色蔬菜和水果丝、白芝麻、花
生碎，调和五香粉、胡椒粉、酱汁等，装成一个大
盘。“捞鱼生”仪式开始时，便由一人发令，其
他人一起把大盘中的菜物高高捞起，并齐
声高喊：“捞起，捞起

（捞喜），捞到风生水起，一年
好过一年”。“捞鱼生”带有吉
祥的意味，祈求来年好运，
能发大财。一份考究的鱼
生，价值新币千元以上。

朝鲜：互相拜年

朝鲜管春节叫年节。每年
阴历初一，朝鲜人带着新的憧

憬和期望热热闹闹地过年，这是
一年中最大的民俗节日。为了过年，人

们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缝制新
装，做特种饭菜。节日饮食主要有年糕
汤、煎饼、江米条、食糖、柿干、松子、柿
饼汁、蜜糯汤、米花果儿等。这些节日饮
食中不可缺的是年糕汤，人们说每年吃
一大碗就长一岁。

每到过年这一天，无论是谁都要互相
拜年。凌晨时开始祭祖。祭祖仪式结束后，
全家人按辈分依次拜年，然后，到村里的
长辈和老师家拜年。拜年的时候，互相说

些万事如意等吉利的话，表示祝福。新

马来西亚：带橘子拜年

马来西亚过春节习俗与中国大致
相同，由于当地华人多来自福建，受闽
南文化影响，人们过春节一定要买凤梨

（菠萝），闽南语“凤梨”与“旺来”谐音，
凤梨就成了春节的吉祥水果。节日期间人们相互
拜年时，喜欢带一些橘子，进门送给主人，橘与

“吉”谐音，象征大吉大利。
放鞭炮是过春节的标志。这两年马来西亚政府

宣布解禁燃放鞭炮，给每年欢庆农历新年的华人一
个大喜讯。于是，从岁末除夕到大年初一，即使到了
元宵节，大街小巷到处爆竹连声，此起彼伏。

印尼：公益色彩浓

临近传统节日春节，印度尼西亚弥漫着浓郁的
节日气氛。除夕当天，人们要到庙堂进香祈祷，希望
一年健康平安、万事如意。除夕夜，大多华人都会聚
集在老人家里吃团圆饭，家中年长者接受儿孙们的
拜年，老人则向晚辈发放红包，然后儿孙们与老人
合影，之后是全家聚餐。直到深夜，晚辈们才告别老
人，各自回家。

印尼华人过春节的另一特色是公益色彩浓。
各华社团体、宗亲会、互助会和庙堂组织献血、分
发食品等社会公益活动，希望所有人都能过一个
美满幸福的春节。 据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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