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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靈最高建築「福」到 冬宮橋點亮彩燈

全球多地慶新春
新春佳節之際，

多國舉辦豐富多彩

的慶祝活動，慶祝兔年

新春，向中國人民和當

地的華人拜年。

春節期間，英國首都倫敦市中心舉行新春
慶祝活動，吸引了大量當地民眾和各國

遊客參與其中。有英國民眾說：「我們都是兔
年生的，所以我們就來了，我們想跟大家一起
慶祝。新年快樂，希望大家都能度過幸運的一
年。」

米蘭大熒幕播放新春賀詞
春節期間，意大利米蘭市中心用大熒幕滾動
播放新春賀詞，意大利北部城市都靈的最高建
築投影出「福」字，向全球華人送上新春祝
福。意大利米蘭市長薩拉說：「希望這是祥和
幸福的一年，願大家都開門紅，新年好。」
在泰國首都曼谷的唐人街，舞龍舞獅、高杆

表演和歌舞表演吸引了全場目光。此外，寫
「福」字祈福的活動也受到當地民眾歡迎。泰
國詩琳通公主還在活動期間送上視頻祝福。
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唐人街，很多攤位都掛上
了紅燈籠等節日裝飾，春節花卉、有兔子圖案
的節日服裝，年糕等節日特色食品受到追捧。
許多印尼華人家庭仍保留中國傳統過春節的風
俗。

巴西累西腓投影「中國風」
俄羅斯聖彼得堡市中心涅瓦河上的地標建築
冬宮橋以一襲「中國紅」點亮城市的夜色，慶
賀中國農曆兔年。冬宮橋是聖彼得堡涅瓦河上
的一座開啟橋，北接瓦西里島，南接冬宮與海
軍部大廈之間的宮廷路，是聖彼得堡交通最繁
忙的一座橋，同時該橋也是著名的旅遊景點。
當晚冬宮橋上的彩燈瞬間被點亮，身披紅裝的
冬宮橋給俄羅斯北方之都的隆冬季節增添了歡
樂的節日氛圍。亮燈活動至正月十五元宵節後
才結束。
在巴西東北部城巿累西腓的巿中心，上周舉

行兔年新春匯演，建築物外牆的燈光投影，呈
現各式「中國風」元素，加上巴西民間舞蹈，
將佳節氣氛推向高峰。今年是累西腓所在的伯
南布哥州首年將農曆新年列為假期，以增強中
巴兩國友誼。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成
小智 多倫多報道）加拿大華人
今年可以在解除全部抗疫管制
下慶祝兔年來臨，全國最多華
人聚居的多倫多尤其熱鬧，位
於中區華埠商業促進區的兩大
商場，復辦停頓兩年的賀年活
動，吸引不少家庭扶老攜幼前
去觀賞除夕和年初一的各類表
演。居住在其他地區的華人亦
出外吃團年飯，更有很多人要
排隊兩三小時，輪候在燒臘店
購買節日必需的燒肉。

商場辦「麻雀王」大賽
農曆新年不是加拿大法定假
期，但剛巧年初一是星期日，
人人都可以出外向親友拜年，
所以很多人都花多些時間布置
居所。孩子們最開心親身逗利
是，又可以跟隨家人到商場吃
喝玩樂，商場裏人頭攢動，旺

丁又旺財。喜歡打麻雀（麻
將）的雀友可以參加「麻雀
王」大賽，冠軍獎金達到500
加元，亞軍至殿軍亦獲頒獎金
和獎座。
位於西岸的溫哥華亦有很多
農曆新年活動，一間中文電視
台在商場主辦除夕倒數晚會，
民眾可以現場欣賞醒獅表演、
兒童歌舞、樂器演奏和幸運抽
獎，亦能透過電視轉播感受節
日氣氛。倒數時，商場人聲沸
騰，財神亦在此時出現大派利
是。留在家中的長者今年特別
興奮，事隔兩年終可以與兒孫
聚首一堂。
在大年初一晚上，加拿大著
名景點尼亞加拉大瀑布和多倫
多知名地標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N Tower）均以燈光點亮
「中國紅」，增添濃烈節日氣
氛。

在全球超過十億人正在慶祝農曆新年之
際，大英博物館因在一則網絡帖子中使用
「Korean Lunar New Year」（韓國農曆
新年）而引發爭議。

中國網民批「盜用文化」
大英博物館Twitter賬號在一篇1月12
日發布的活動預告中寫道「與我們一起
慶祝韓國農曆新年，欣賞新羅樂團的神
奇表演。」這則帖子的截圖上周五被一
名網絡博主分享到了中國社交媒體後，
很多中國網民質疑大英博物館將源自中
國的農曆年冠以「韓國」是在「盜用文
化」。
一名網友評論道：「還我中國新

年！」另一名網友質疑道：「明明就是
採納中國傳統曆法卻非要冠上自己國家
的名字不就是偷竊？」據報道，一些中
國留學生前往大英博物館，向路人「正
名」農曆新年源自中國的歷史。不過，

也有一些網友提出不同意見，他們認為
沒有必要大驚小怪。活動介紹稱，這場
慶祝農曆新年的活動主要包括韓國傳統
音樂和舞蹈表演，據報道，該活動由韓
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贊助。
在另一邊廂，韓國女子音樂組合
「NewJeans」成員Danielle則面臨完全相
反的危機。當這名韓澳混血歌手在留給
粉絲的信息中使用了「Chinese New
Year」一詞後，她馬上受到韓國網民的
猛烈抨擊。Danielle隨後在一份道歉聲明
中寫道：「農曆新年是包括我國在內的
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節日，我的表達是不
恰當的，我正在深刻反思。」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
認為，農曆新年源自中國，但在各個地
方的慶祝活動都有所不同，因此便會產
生不同的稱呼。他表示，例如越南曆法
今年視為貓年，其他地區則是兔年。

◆綜合報道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左）年初一到悉尼唐
人街拜年，感受華人過節氣氛。阿爾巴尼斯
到一間餐廳買小籠包，與民眾自拍，又向店
員派利是。他在社交網站指，農曆新年在澳
洲是十分重要的節日，期望所有人在新一年
包容、開放和樂觀。阿爾巴尼斯的工黨政府
去年上台後積極改善對華關係。 ◆綜合報道

澳總理唐人街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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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稱「韓農曆新年」惹爭議

意大利向來是中國遊客出境遊的熱門
目的地，隨着農曆新年到來，從普通民
眾到旅遊從業者，從時尚之都米蘭到歷
史名城佛羅倫斯，不少意大利人都期盼
中國遊客來意觀光遊覽、歡度佳節。
在位於意大利北部的米蘭，在中國小

食店前，一名意大利女孩剛剛下單要了
一個煎餅果子。她說：「我知道這次中
國農曆新年是兔年！」她對中國美食的
做法十分感興趣，時常自己研究一些中
國菜譜。她向中國朋友發出邀約：「我

們在米蘭等你們，在意大利各地等你
們！」
在佛羅倫斯經營商舖8年多的梅洛格外
盼望行業復甦。他說，隨着疫情形勢轉
好，他對旅遊業的信心增強，希望中國
遊客快些抵達意大利，也期待中國遊客
停留得更久，多去一些城市看看。
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各大博物館相繼
更新了中文官網介面，同時也開放了適
合中國遊客的支付方式，以迎接中國遊
客的到來。 ◆綜合報道

意民眾期待中國遊客 馬德里博物館更新中文官網

◆倫敦民眾在新春裝飾前自拍。 新華社

◆英國「倫敦眼」

◆巴西累西腓

◆今年新年裝飾品搶手。
成小智攝

◆燒臘店大除夕出現人龍
排隊買燒肉。 成小智攝

◆商場人頭湧湧，丁財兩旺。 成小智攝

地標染紅送祝福

◆意大利都靈安托內利尖塔

◆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橋

英國薩默塞特郡年僅4歲的神童霍布斯，
由兩歲開始自學認字和閱讀，3歲正式通過
高智商組織「門薩」的測試，成為英國最
年輕的「門薩」成員。

字母詞彙識別能力媲美9歲童
霍布斯懂得用中文、法文、德文、西班

牙文等7種語言由1數至100，他的母親貝

絲說，「剛開始只是認為他在平板電腦面
前邊玩耍邊發出一些聲音，後來才發現他
在自學中文。」
貝絲指出，當自己誕下女兒時，由於要

專注照顧剛出生的妹妹，所以買了一部平
板電腦給霍布斯自娛，豈料他對電子遊戲
不感興趣，反而喜歡透過各種應用程式，
學習數學、英文及外語。

到去年8月霍布斯3歲9個月大時，父母
為他開學作準備，報名參加史丹福比奈智
力量表測試，結果霍布斯在滿分160分中取
得139分。
專家指出，霍布斯較99.5%的同齡兒童聰
明，且擁有相當於近9歲兒童的字母及詞彙
識別能力。霍布斯隨後獲邀加入最頂尖高
智商人士雲集的「門薩」。 ◆綜合報道

英童3歲懂七語言 成最年輕「門薩」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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