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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岛南端，有一片
历史悠久的街区。百余年来，这里见证
了纽约的发展，也记录下华侨华人在美
国的奋斗之路。这就是曼哈顿唐人街。

曼哈顿唐人街内，孔子、林则徐
的雕像是街区地标，各色餐馆、店铺
吸引着往来游人。每逢节假日，曼哈
顿唐人街总是十分热闹。

今年春节对纽约的华侨华人来说
有特别的意义。从今年开始，春节成
为纽约州全州公立学校的法定假日，
学生们可以放假一天。在此之前，纽
约市还曾于 2015 年宣布，农历新年成
为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法定假日。

春节来临前，曼哈顿唐人街已经充
满了节日的氛围，许多店铺都挂上了

“新年快乐”的汉字装饰。红色中国结
形状的路灯点缀在道路两旁，街道上悬
挂着成排的红色、黄色灯笼，上面写着

“和”“吉”等汉字，远远望去很是壮观。
有礼品店售卖春节相关的装饰物，其中
有“福”字、对联、灯笼、红包，还有“龙年
好运”“大吉大利”“招财进宝”字样的挂
饰。不少游客对这些中式装饰很感兴
趣，纷纷购买或拍照留念。

每年曼哈顿唐人街的新春大游行，
都是当地的一场文化盛宴。2023年的那
场新春大游行持续4个小时，共有150支
游行队伍、21辆花车参与，吸引数万民众

驻足观看。现场热闹非凡，年味十足。今
年2月25日，曼哈顿唐人街将继续举办
这一活动，如今已经是第二十六届。

除了新春大游行，今年曼哈顿唐人
街还将于2月10日（大年初一）举办新春
炮竹文化节。美国繁荣华埠总会行政总
监田士锐说，经过多年坚持，唐人街的春
节庆祝活动已成为美国东海岸地区有影
响力的华人新春庆典。希望通过这些活
动，集结华人社区的力量，向美国主流社
会推广中华文化。田士锐表示，唐人街
本就是纽约著名的旅游景点，春节期间
热闹的节庆活动将吸引更多游客到来。

在纽约，除了市中心的曼哈顿唐
人街，布鲁克林区、皇后区也有颇具
规模的唐人街。布鲁克林的唐人街又
名纽约八大道华埠，那里商业繁荣，
店铺林立。当地华人社区正在积极筹
备，计划在八大道修建一座唐人街牌
楼。皇后区的法拉盛是新发展起来的
唐人街，这里华人比例很高，街上随
处可以听到中国各地方言。以前，这
些街区的店铺以中餐馆为主，现在，
咖啡厅、奶茶店、精品店也纷纷开
张，唐人街变得越来越现代。纽约市
市长亚当斯近日表示，将投入资金改
善唐人街的环境。在纽约的华侨华人
也期盼着唐人街持续发展，向当地人
和游客展现百年华埠的发展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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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约翰内斯堡唐人街：

安居乐业 开放包容
本报记者 邹 松

美国纽约唐人街：

百年华埠 年味十足
本报记者 李志伟

“每年过年，都是唐人街最热闹的
时候。春节大拜年活动上，不仅有舞
龙舞狮、歌舞表演，还会当街摆上几
百桌宴席……”说到过年，南非约翰
内斯堡（简称“约堡”）唐人街的“老人”
最有发言权。

“老人”不老，名叫农工，清华大
学建筑系毕业，上世纪 90 年代初来到
约堡，成为当时拟建中的唐人街牌楼
设计者。“我那时20多岁，跟随家人来
到南非，因为是学设计的，受当地华
侨委托，负责设计这个牌楼。”介绍起
牌楼，农工话语间满是自豪。

牌楼耗时多年建成，当地华侨华
人见证了这座“中式大门”这些年来
兼收并蓄，开门迎客。在如今的唐人
街上，无论是早期驻扎的华人商家，
还是近年来此的印巴商贩，人们语言
各异，但“和为贵，礼为先”始终是
这里的营商法则。这座唐人街“岁数
不大”，却因开放包容而尤显珍贵。

记者在约堡随机采访，看着并不起
眼儿的露天菜摊，一打听，年收入300多
万兰特（约合150万元人民币）。守摊的
大姐是山东人，来南非七八年，至今乡
音未改。“俺们在这儿有自己的农场，合
作的农场也是侨胞开的，种的菜供应约
堡和比勒陀利亚。”大姐说。

离菜摊几步的距离，还有座古色
古香的中式茶楼，一层卖珍珠奶茶，
几名黑人姑娘在店里忙不停手，她们

用中英文热情地和客人打着招呼。
前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当地

的春节大拜年活动一度暂停。如今，
大家共庆春节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
约翰内斯堡唐人街管委会主任陈少光
介绍，每年春节大拜年活动都需要大
量人力物力，正是华侨华人的鼎力支
持让活动越办越精彩。

“办活动，新一代在南华侨华人是
主力。”农工说，“我们不仅每年有节庆
活动，还会在南非举办综合性运动会，
邀请华侨华人和外国朋友来欢聚，为的
就是展现华侨华人的新形象。”

2019 年，南非华人羽毛球协会作
为南非最大的华人体育组织，成功举
办全球华人羽毛球赛，熊国宝等世界
冠军前来参与。南非华人羽毛球协会
会长范大伟说：“体育赛事搭建了友谊
的桥梁，助力华侨华人更好融入当地
社会。”

走在约堡唐人街上，满眼是汉字的
店铺招牌，充耳是各地的方言土语。唐
人街管委会及约堡警民中心的招牌就
在街区路口，巡防车辆不时穿梭，沿街
还有维持秩序的人员。“约堡唐人街”的
金字牌楼下，当地采取各项举措，确保
到访的游客吃好、玩好，保障生活在此
的华侨华人乐业、安心。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几户人家，
到现在万千商铺的成熟社区，年轻的
约堡唐人街仍在发展壮大。

春节脚步渐近，位于泰国曼谷老城
的唐人街如往年一样，迎来了一年中最
热闹的时刻。跨街的红色横幅上，醒目
大字写着对新春的美好祝愿，街道两旁
的小摊，摆卖着各种“龙”图案的 T 恤、
玩具、挂饰，一些年轻姑娘簇拥在裁缝
店门口试穿中国旗袍。今年，红色龙纹
的旗袍最受欢迎。

作为全球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
曼谷唐人街已有 200 多年历史。傍晚，
华灯初上，耀华力路人头攒动，热闹
非常。沿街拉上围挡，一侧用于通
行，一侧摆放小吃摊位。每到这时，
耀华力路就成了“小吃街”，空气中弥
漫着爆炒的香气，商贩的吆喝声和车
鸣笛声交织在一起。叉烧云吞面、猪
血清汤、泰式水果沙拉、海鲜大排档
等摊位前，食客排起长龙。霓虹灯下
的唐人街，充满活力和喜乐。

观赏唐人街夜景的最佳位置，莫
过于耀华力路和拉差温路交叉处的大
华酒店。站在 25 层观景台上，酒店创
始人陈绍扬老先生告诉记者，20 世纪
上半叶，耀华力路已和现在一样烦嚣
喧哗，戏院、电影院、潮剧馆、电器
行、中餐馆等鳞次栉比，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要数金店，当时曼谷八成的金
店均位于此，该路段因而被誉为“黄
金街”。与之相交的拉差温路曾是银行
街，曼谷大部分银行都曾在此聚集。

多年来，陈绍扬参与并推动了曼

谷唐人街的发展变迁。1946 年，13 岁
的他离开家乡潮州，来到泰国投奔长
兄陈绍勋。17 岁时，他加入兄长经营
的“光华兴批局”，从事侨批生意。随
后，陈绍扬积极创业，广泛涉足金
融、地产领域。他在唐人街龙莲寺旁
创立了大华酒店，此后生意也越做越
大。自 1957 年起，他便积极参与泰华
社团的各项活动，担任潮安同乡会、
天华医院、潮州会馆、中华总商会等
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如今，年届九旬
的陈绍扬依然活跃于泰国华人社会的
舞台。

“唐人街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聚集
地，更是城市发展变迁的缩影。”陈老先
生说，如今，唐人街已成为一种标志和
文化符号，见证了华侨华人的奋斗史。

“站在观景台上，向东眺望，远处拔
地而起的高楼代表着曼谷的商业新区；
向西回望，则是拥有历史底蕴的老城
区。”泰国中华总商会副秘书长陈卓钦
向记者介绍，如今的曼谷唐人街，传统
建筑与现代商铺交织，中外文化相互融
合，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从最初的移民聚集地到如今的文
化地标，唐人街见证了华侨华人的梦想
与奋斗。近年来，一些老店主积极拥抱
新变化，运用互联网经营生意，取得了
成功。“唐人街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变与
不变。它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时代的
风向标。”陈卓钦说。

泰国曼谷唐人街：

文化交融 人气兴旺
本报记者 白元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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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唐人街：

节庆活动 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邢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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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将至，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
唐人街（又名中国城）忙碌而热闹。工作
人员正在对街道上方常年悬挂的红灯笼
进行换新，用色彩更鲜艳的红灯笼换下
旧灯笼，预示来年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从刻有“中国太平”的仿清代古建
牌楼下穿过，大红灯笼映照下，冬季的
伦敦街道新添了几分喜庆。唐人街上，
不少店铺已在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做
准备。有甜品店专门准备了新年特制
美食，用金龙、福字、金桔、翠竹等元素
作为蛋糕的装饰品；一些饭店从腊八（1
月 18 日）开始，就推出了象征“盆满钵
满”的盆菜预订及年夜饭预订服务；超
市的货架也已摆上年货，酥糖、点心、窗
花、挂饰、红包等一应俱全；还有中文书
店提供写春联的服务，用传统书法给顾
客送上祝福。

今年 2月 11日 （大年初二），一年
一度的新年庆典活动将在伦敦特拉法
加广场和唐人街举行。盛大的舞龙舞
狮表演和一系列传统文化展示活动每
年都会吸引数十万世界各地的游客和
海外游子。许多生活在唐人街的居民
都对这场盛典翘首以盼。

伦敦唐人街是一片由爵禄街、华
都街、丽人街、麦高田街等数条步行
街组成的区域，每条街道都用中英双
语标注了街道名称，近百家餐厅、数

十家商店、酒吧、理发店、维修店、
中医诊所、旅行社、书店等等林立其
中，迎接着各地游客。

说起这片区域，故事有很多。伦
敦唐人街的历史可追溯到 19 世纪。起
初，这里主要服务于华人水手，此后
100多年间，唐人街多次经历搬迁、变
化。至上世纪 60 年代末，大批香港移
民抵达伦敦，唐人街的规模再次得到
扩充，店铺种类也不断丰富。已经在
唐人街站稳脚跟的移民逐渐成立社团
组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唐人街
越发欣欣向荣。

1985 年，伦敦唐人街得到当地政
府 承 认 并 首 次 举 行 春 节 庆 祝 活 动 。
1986年10月，“伦敦华埠”在多个华人
社团的筹备下正式揭幕。80 年代末，
唐人街的街道改为步行街，中式牌楼
也陆续立在路口，唐人街越来越有中
国味道，成为在英华侨华人寻找家乡
物、寄托思乡情的重要所在。

上世纪70年代至今，伦敦华埠商会
主席邓柱廷见证并参与了伦敦唐人街
的发展历程。“近年来，伦敦华埠在英国
社会的地位不断提高。伦敦华埠的繁
荣不仅是华侨华人努力的结果，也折射
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相信在几代人
的努力下，在英华侨华人的凝聚力、影
响力会越来越强。”邓柱廷说。

▲在泰国曼谷唐人街，市民游客在欣赏街景。 本报记者 白元琪摄▲在美国纽约唐人街，顾客选购春节挂饰。 江广富摄 ▲英国伦敦唐人街上的红灯笼与石狮子。 本报记者 邢 雪摄▲英国伦敦唐人街上的红灯笼与石狮子。 本报记者 邢 雪摄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见证了
华侨华人移民、创业的历程，承
载着华侨华人的集体记忆。随
着当地社会发展变迁，不少唐人
街如今有了新面貌、新风景。春
节来临之际，本报驻外记者走访
各地唐人街，用笔和镜头记录唐
人街的新春景象，听华侨华人讲
述唐人街的发展故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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