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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感受浓
浓的春节氛围；和朋友们结伴到古城的世遗
点游玩，体验世遗泉州的魅力；把所见所闻
通过短视频发布，将泉州推介给家人和世界
各地的朋友……今年不少“老外”在泉州过
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在民俗活动中体验“中国年”的乐趣
吃年夜饭、收发红包、写春联、贴春

联，体验多彩民俗活动，“老外”们在泉州
度过了有着浓浓“年味”的春节。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小龙（Shon）说，
在泉州，大家会早早地为春节做准备，比如
做年糕、贴春联以及买新衣服。在华侨大学
读书的他，今年在泉州过年。为此，他提前
买了很多新衣服。“在泉州过春节很有
趣。”今年他也在租来的房子里贴了春联，
“我知道春联在中国很重要”，它象征着辞
旧迎新、美满幸福、发财致富等，春联的颜
色红色也代表着新的一年喜气洋洋。对于春
节，他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压岁钱。他的辅
导员老师给他发了压岁钱。“她是我在泉州
见到的第一个人，她帮助了我很多，我也会
在每个节日给她发送祝福，我觉得她就像我
在中国的亲人一样，我很感谢她。”除了辅
导员外，他也和其他许多同学、朋友互发红
包。

“在泉州过春节很温暖，也很有趣。”
来自也门、同样在华大读书的马森（Almu-
tasem）说，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和小龙的房
东（中国人），邀请他们两位“老外”一起
吃年夜饭，“我们吃了姜母鸭、面线糊、鱼

丸，还有很多海鲜。我们很开心，也很感谢
她。”泉州的美食不仅好吃，而且有一种家
的味道。他特别喜欢中国人过年时很多人一
起吃饭的方式，这样的文化很温暖，也让过
年变得更有意思。“我觉得除夕是泉州最漂
亮的时候，特别是在晚上。很多地方一起放
烟花，特别漂亮。我们特别兴奋，特别激
动，拍了很多好看的视频。”马森将视频发
给在阿拉伯的朋友看，大家都很喜欢。

来自美国的“MJames”和老婆的娘家人
一起吃团圆饭，在除夕夜守岁。“我们会给
孩子们发压岁钱，给老人们发红包。”一家
人围在一起吃饭很温馨。而在接下去的几
天，他跟着老婆去亲戚朋友家拜年，互相送
上新春的祝福。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Bil，春节期间和朋友
们包饺子、剪纸、写春联、投壶、猜灯谜。
在侨缘邻里中心，她跟朋友们在桌上铺满红
纸，拿起毛笔写春联。她也跟朋友们学剪
纸，“今年是兔年，兔子造型的剪纸太可爱
了”。投壶的活动让她很难忘，那天她和伙
伴们排成一排轮流投，她右手持箭，目不转
睛地盯着不远处的壶，随后抡起胳膊往前轻
轻一投，“哐当”一声，木箭不偏不倚地投
进壶中，“投壶运动一点也不简单，我投了
好几次才成功。”猜灯谜也很有趣，猜中的
人可以拿到红包。

在遗产点里感受春节的喜庆氛围
“老外”们在泉州参观世遗泉州代表性

遗产点，感受非遗文化。
马森告诉记者，在泉州的22处代表性古

迹遗址中，他最熟悉的是清净寺。因为他信
奉的是伊斯兰教。过年这段时间，他经常去
清净寺做礼拜。这座寺庙的建筑风格和阿拉
伯的特别像，每次他想家人的时候，都会去
这里。除了清净寺，他还去过市舶司、天后
宫、文庙和开元寺，他认为这些地方代表了
泉州的宗教文化、海洋贸易文化等，很有意
思。“泉州一些遗产点的建筑，无论是颜色
还是造型，都和家乡的有相似之处。”这让
他更喜欢到这些遗产点玩。马森觉得泉州的
街道也很漂亮，过年的时候，他和小龙去了
西街、东街和钟楼玩，那里的建筑很有特
色，路边的每棵树上都挂上了红色的灯笼，
“我感觉整个城市都变得很喜庆，大家都在
高高兴兴地过春节，这种氛围特别好。”

马森对泉州的非遗也颇有了解。他说，
截至2022年11月底，泉州市共有世界级非遗项
目6项，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南音。他认为，南
音是一种很特别的音乐，用竹子做成一个工
具，敲打出很好听的声音，然后还用闽南语
唱出来。在春节晚会上有南音的表演，他们
虽然听不懂演员们在唱什么，可是觉得很特
别，“在我的国家没有这样的乐器，也没有

这样的音乐，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风格的音
乐，我很喜欢。”

过年的时候，小龙和马森还带着来自
印度、非洲、菲律宾等世界各地的
同学玩转古城泉州。在西街开元
寺，他们看到很多人在烧香
祈福，“我了解到这是泉
州的一个传统，很多人
都会在节日的时候来寺
庙祈福。”小龙说，
关帝庙特别热闹，他
们听说这里很神奇，
如果你有什么愿望，
去关帝庙祈祷，愿望
就会实现。一些同学也
去试一试，“不管这个
说法是不是真的，我们
都很开心，希望新的一年
越来越好。”

来自美国的“MJames”则
在春节期间，和家人们游玩了崇武
古城。他印象最深刻的古城墙南侧的石雕
主题公园，里面收藏着不同艺术风格的石雕
精品500多件，包括不同主题石雕区域，比如
妈祖艺术展区、惠女雕像广场、狮子林、华
夏诸神展示区、二十四孝园等区域。游玩过
后，他们还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

拍摄短视频  推介泉州文化
一些外国友人还热衷拍摄、制作短视

频，将泉州的风土文化、美食、特产等通过
“推特”和“脸书”等推介给世界各地的朋
友们。

在马森拍摄制作的一个情景剧中，他和
同学来到安溪，这是马森第一次去安溪。马
森在拍摄抖音短视频时，腰挎茶篓到茶园里
采茶，随后体验了安溪铁观音制作的全过
程，品尝了新鲜制作的铁观音好茶，“在中
国，茶杯一端就是好朋友。”

小龙通过短视频推介泉州美食土笋冻和
烧肉粽。在介绍土笋冻时，他先用诙谐的语
言说：“里面的东西说出来会吓死你们，
看，这是虫子。”然后话锋一转说，“NO，
NO，NO，这不是恶心的东西，它们是沙虫，
生活在干净的海滩上，经过一番处理后，才
成为清凉爽口的美味。”接着，他用酱料拌
着土笋冻，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最正宗的
土笋冻产自泉州安海，正宗的土笋冻是不加
明胶的。”而在烧肉粽的短视频里，他先介
绍烧肉粽的正确吃法：把粽叶剥开，倒上酱
料，拿起筷子夹上来吃。视频最后配上闽南
语歌曲《烧肉粽》。

他们拍摄的许多视频在《人民日报》新
媒体客户端，以及省市级官方电视台上播
放。小龙拍摄制作的一个视频在《人民日

报》国际频道“中国很潮”栏目上播放，视
频中他介绍来泉州学习、生活的经历。在视
频中，他说：“泉州人很善良，很开朗，如
果需要帮忙，他们都会提供帮忙。”马森和
小龙还多次参与拍摄视频，通过媒体渠道介
绍泉州，比如在“宋元中国看泉州”的一档
节目里，小龙漫游泉州古城，他这样介绍天
后宫：“很多泉州人到这里求平安。”而毗
邻的德济门则“守护天后宫和泉州城的平
安”。马森在节目里着重介绍清净寺，他去
过我国很多城市，只有泉州的清净寺和他家
乡一模一样，“每次来到这里，都感觉与家
近在咫尺。泉州也是我的第二个家乡。”

“我们很高兴能向世界各地介绍魅力泉
州。”据介绍，外国有些人在看到他们视频
里的泉州特产后，也会联系他们购买。他们
因此兼职做起了生意。记者在他们租房的大
厅里看到好几盒茶叶，里面有乌龙茶、白
茶、绿茶等，“我们兼职销售的商品以茶叶
为主。”他们也配备完整的功夫茶泡茶器
具，闲暇时会和同学、朋友们一起泡功夫
茶。

□记者 谢伟端

泉州网讯（记者谢伟端）今年新春佳
节，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在外工作
的游子回乡和家人团聚。而在泉州，有这么
一群人，他们远离故土来到泉州学习或工
作，因各种原因，今年春节选择“就地过
年”，和中国人一起欢度春节。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小龙（Shon）和来
自阿拉伯地区也门的马森（Almutasem）3年前

来到泉州，在华侨大学读书，兼职做点小生
意。他们俩一起合租在华侨大学旁边的小区
内。近日，他们侃侃而谈，向记者聊起在泉
州过年的有趣经历：和老师、同学们互发红
包；从网上“淘”来春联，贴在门口和大厅
内；过年当天，受房东邀请，一起吃年夜
饭，看春节联欢晚会。他们还一起去逛超
市，顾客看到他们是“老外”，和他们打招

呼，他们也会愉快地跟对方说“新年好”；
从超市买完水果，他们还不忘送一些给门口
的保安，同时送上新春的祝福。“我们和中
国人一起过春节，感觉自己不是外国人，快
变成中国人了。在泉州过春节，我觉得更开
心，更温暖。”

来自美国的“MJames”来泉州做生意，
因为疫情，这三年他都在泉州过年。如今，

他已经在泉州成家，也有了孩子。妻子是土
生土长的泉州人，春节期间他就在老婆娘家
度过，“我和亲人一起围着吃火锅，给长辈
和晚辈发红包。”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Bil已经在泉州度过了
三个春节，“我和朋友们包饺子、剪纸、写
春联、投壶、猜灯谜，真是一段忘不掉的美
好回忆。”

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
商贸中心”被批准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和泉州的
古建筑、民俗文化等对“老外”颇有吸引
力。小龙和马森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春
节期间，他们自愿当起“导游”，带着来自
印度、非洲、菲律宾等的同学到清净寺、市
舶司、天后宫、文庙和开元寺、关帝庙等景
点游玩。MJames则跟着家人一起游玩了崇武
古城，还品尝了当地的美食。

宋元时期，泉州海上贸易发达，吸引了
来自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锡兰乃至
非洲一些国家的人在此汇聚，形成了“市井
十洲人”的开放包容格局。如今，随着越来
越多外国人在泉州生活、经商、学习，他们
漫步在这座千年古城的红砖古厝之间，再现
“市井十洲人”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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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02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陈起拓 摄）

“老外”小龙（右）和朋友参观泉州市舶司 Bil（右五）和同学朋友们体验写春联等春节民俗

这里的年味别样浓
   泉州的春节文化、世遗文化魅力绽放，“圈粉”外籍友人，“老外”从此爱上“中国年”

与“中国结”合影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Bil爱上了喜庆的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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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在泉欢度中国年
看春晚、发红包、贴春联、买新衣、吃年夜饭，融入中国年俗的外国友人们，感受着世遗泉州的独特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