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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侨联、全国
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快乐
作文》杂志共同主办的“第二
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
赛”获奖名单揭晓。不少参加
海外征文比赛的青少年分享了
自己所经历的文化交流故事，
这些故事如涓涓细流汇入了文
明互鉴的大海之中。

本版将分几期选登部分获
奖作文（海外征文部分），和读
者一起走进这些青少年笔下的
世界。

各
美
其
美

美
美
与
共

学中文
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

自从5岁半开始练习少林功夫，我就很羡
慕醒狮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能跟着师父练习
舞狮。当时，我没什么机会摸“狮子”，但在心里
暗下决心，以后一定可以和他们一样！

到我 13 岁时，终于有机会加入醒狮队。
练习时，我们把五颜六色的“狮子头”从高
高的墙上摘下来，我用的是最重的绿色“狮
子头”。“狮子头”上有一双大眼睛，一拉里
面的绳子就会眨眼。“狮子头”的下巴是一个
画着狮子牙齿和舌头的板子，可以用手扳动
模仿狮子的嘴巴张合。

舞狮时，需要把头放到“狮子头”里，
用手举着下缘的把手，托住“狮子头”。虽然
舞狮的动作挺多，但并不难记。听到特定的
鼓声，我们就开始做相应的动作，有时会把

“狮子”举起来，用力地左右摆，有时会跳起
来。舞久了，胳膊会酸，所以在做狮子低头

的动作时，我会乘机歇歇。
第一次外出表演时，我对观众的热情有

些惊讶。“咚咚”的鼓声一起，台下变得特别
安静。演出中间，当我们把“狮子”舞到台
下观众中时，有的观众会摸摸“狮子头”的
绒毛，有的对我们的表演赞叹不已。表演结
束后，还有很多观众找我们合影。

加入醒狮队 1 年了，我想更多地了解
舞狮历史，便翻阅各种资料。原来，在中
国，舞狮的历史悠久，还有南北之分，南狮
又称醒狮。舞狮被认为可以驱邪避害，每逢
节庆或有重大活动必有舞狮助兴，长盛不
衰，历代相传。舞狮活动也广泛流传于海外
华人社区。

在观看舞狮的观众中，既有成人，也有
小朋友。我们也常碰到想和“狮子”合影的
小观众，他们不仅对舞狮感兴趣，也希望进

一步了解中国文化。每到这时，我都会很开
心，因为觉得自己为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
尽了力。

（寄自美国）
本版配图均来自千库网

亲爱的中国朋友：
你好！
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但却能通

过一封信联系，真是奇妙。这封信像一
座小小的桥梁，将距离遥远的你我连接
在一起。

我生活在泰国北部的一个华人村，
这里的生活简单而宁静。我们的日常生
活充满浓郁的泰国文化，但我们也对祖
籍国中国有着深厚情感。或许世界上也
有人和我一样，生活在一个融合了不同
文化的地方，也感受到了文化多样性之
美和文化交流带来的收获。

在我们这个小村庄里，我们尊重泰
国文化，也尊重中国文化。比如，泰国
传统节日和中国传统节日受到同样的重
视，大家会在节日之际共同庆祝，感受
着彼此文化的美好。

中国和泰国在饮食习惯上有差异，
比如泰国食物偏辣偏甜，所以我们常会
听到不少餐厅的工作人员会提前问顾
客：“加不加辣？”“糖多还是糖少？”这
都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表现。

在学校里，我学到了很多世界各地
的历史、地理和文学等知识，这些知识

不仅让我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拓宽了视
野，还让我对文化多样性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

在华人村的华校中，有一些来自中
国的老师。他们教授中文、介绍中华文
化，不仅带来了高质量的语言教育，还
组织相关的文化活动，比如中国绘画、
武术等，推动文化交流。泰文学校的舞
龙舞狮队也会在中国传统节日之际表演
节目表达庆祝。

这样的文化互动，超越了语言和
国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我也知道，文化交流并非一帆风
顺。有时，不同文化之间会有误解。我
希望自己既能学好泰语，也能学好中
文，通过语言交流促进文化交流。

亲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尽管我
们相隔数千里，但我们能通过交流建立
友谊，为促进中泰友谊作出贡献。

期待你的回信！希望我们能够通
过文字，跨越时空，分享更多的见闻
和感受。

祝好！
你的朋友：罗家仙

（寄自泰国）

远方的朋友明明：
你好！
亲爱的朋友啊，你是否问过自己为

何与别人不同呢？你是否想过为何这世
间的物种如此丰富呢？

这世上有不同的植物，也有不同的
动物……这些不同为世界添加了色彩。

这世上还有不同的自然风景，比如
山川、海洋、高原、丘陵、盆地、沙
漠、森林……这些差异让世界有不一样
的美。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上
没 有 两 片 完 全 相 同 的 树 叶 。” 自 然 如
此，社会亦同。自然界中，牡丹花有牡
丹花的明艳，玫瑰有玫瑰的高贵，雏菊
有雏菊的清雅，蒲公英有蒲公英的坚
强，向日葵有向日葵的忠诚……它们各
美其美。在世界上，也没有两个人是
完全相同的，每个人都是真实而独特
的个体。

差异客观存在，正是构成多样性
的基石。

在现在的社会中，接纳不同非常可
贵。以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为例：有仰望
星空的宇航员，也有脚踏实地的快递
员；有一呼百应的管理者，也有负责落
实的一线工作者……接受并尊重不同，
社会才能持续保持活力。

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
如此。我现在生活的法国，人们的宗教信
仰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但都彼此尊

重。打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生活习俗不同，文化特点也
不同……但这正是多样的魅力。

万紫千红总是春，不管花是什么颜
色的，都是春日中的色彩，都有自己的
美。春天因多样而美丽，世界因多样而
共生。尊重不同，和谐相处，互相学
习，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远方的朋友啊，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你愿做这满园芬芳中的
哪一朵？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多
样性，更吸引人的吗？

愿闻其详。
你远方的朋友：达达

（寄自法国）

我虽在海外长大，但从没落下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而这一切都是奶奶的功劳。
她是一位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老人，不仅
把文化的种子种在自己家里，还让更多人
领略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要说我居住的小区里最受欢迎的人，
非奶奶莫属，她不仅热情开朗，还常向
小区里的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文化。在她
的影响下，有的外国朋友还能讲几句地道
的中文。

在众多的中国传统节日中，除了春
节，奶奶最喜欢的便是端午节了。当我问
奶奶原因时，她用一句古诗来回答——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我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对端午节也有了不一
样的情感。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我们虽
远离家乡，但奶奶为我们营造出了满满的
节日气氛。

对奶奶来说，端午节的重头戏是包粽
子。有时候，她也会邀请一些外国朋友到
家里，和我们一起体验包粽子的乐趣。奶
奶可是个包粽子高手。只见她拿出两张粽
叶交错叠在一起，然后用手一卷，便成了
一个圆锥状。在这个小圆锥里，先放入几
勺糯米，再放入各种馅料，紧接着放几勺
糯米盖住馅料、压紧，最后把上层的粽叶
往下折盖住开口，用绳子捆结实，一个漂
亮的小粽子就包好了。看奶奶如此轻松，
大家都照葫芦画瓢。但我们做的时候，不
是刚放进去的糯米从尖角漏了下去，就是
粽子的肚子太鼓而系不上绳…… 大家你
看看我手上的，我看看你手上的，便取笑
起对方来。我们围坐桌前，虽讲着不同的
语言、有着不同的肤色、来自不同的国
家，但在这一刻，我们就像是一家人，
大家把美好的祝愿一起包在这小小的粽

子中。
包着红豆和蜜枣的甜粽子、包着咸蛋

黄的咸粽子……各式各样的粽子，让我们
大饱口福。奶奶说，馅料对粽子固然重
要，糯米和粽叶也不可或缺。粽子的精髓
就在于粽叶的清香配上糯米的软以及恰到
好处的馅料，好似万般滋味都被黏在一
起，也寄托了我们的思念与乡愁。

把包好的粽子放入锅中，随着粽子的
清香缓缓地从锅中溢了出来，我贪婪地嗅
着这一丝丝、一缕缕粽香，口水都要流出
来了。好不容易等到粽子熟了，我拎起一
个，解开粽叶，顾不得烫，一口咬下去，
软软糯糯，十分美味。大家也和我一样，
陶醉在这美味之中。吃着正宗的家乡粽
子，心里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世界缤纷，但各有色彩。看着外国朋
友吃着小小的粽子，我既自豪，也感受到
了文化交流的美好。

（寄自意大利）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5岁时跟着爸爸
妈妈来到荷兰，腊八节成了我们家一个
重要的节日。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
年”，为了增加过年气氛，也为了让我不
要忘记中国传统节日，从我们到荷兰的
第一年，我们家就开始从中国农历腊月
初八开始，张罗着过年了。

腊八节的前几天，妈妈带着我去
了好几个市场和超市，终于凑齐了大
米、小米、红枣、红豆、花生等做腊
八粥的食材。腊月初七晚上，我们把
食 材 洗 干 净 ，再放进电饭煲并定好时
间。隔天一大早，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就
做好啦！

一碗又热又甜的腊八粥下肚，浑身
都有劲了，也开启了一天的好心情。

到了学校，老师问我为什么这么开
心？那时，我还不会用荷兰语解释腊八节，

只能微笑地看着老师说：“好吃！好吃！”
放学时，同学艾米凑到旁边问我：

“什么东西好吃？”艾米不仅是我的同班
同学，还是我的邻居。但那时的我荷兰
语不太好，还没和她成为朋友。看着她
像个小馋猫，我就让艾米跟着我一起回
家尝尝腊八粥。

回到家，妈妈把早上煮好的腊八粥
加热，给我和艾米一人盛了一碗。艾米
看着碗里黏糊糊的腊八粥，有点犹豫。
我用荷兰语告诉她“好吃”，还舀了一大
勺吃给她看。艾米也舀了一小勺尝了
尝，然后笑着说：“好甜！”吃过一勺，
她开始学着我的样子大口吃起来，还把
粥故意抹到嘴边，我俩相互对望着哈哈
大笑。那个冬日的下午，空气里都是腊
八粥香甜的味道。因为腊八粥，我和艾
米成了好朋友。

从那之后，为了跟荷兰朋友分享中
国节日，我常追着妈妈问有关中国传统
节日的知识。后来，我开始从书本和网
络上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和朋友们分享
的内容也从一起品尝节日美食发展到用
荷兰语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粽
子、中秋节的月饼、春节的饺子……吃
着节日美食，聊着它们的故事，我和同
学们在一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多年过去，我5岁那年过腊八节的情
景仍历历在目——我不仅学会了煮腊八
粥，还交了第一个荷兰好朋友。这碗特
殊的腊八粥让我收获了友谊，也让我下
决心要向更多的荷兰朋友介绍中国传统
节日和中国文化。

（寄自荷兰）

岁月匆匆，两年高中时光如梦般飞逝，
转眼间已到告别时刻。与我共度春秋的同
学，将各奔前程。

五载时光，我们共同学习，课堂上激辩
风云，休息时欢声笑语轻扬。这些瞬间串起
我们美好的青春岁月，将成为永恒的回忆。

这是我在西班牙度过的第十二个年头。
过去的十几年，我沐浴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
融之中，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学到了很多新
知识。在学校，通过同学我了解了很多西班
牙的节日和这些节日背后承载的文化信息。
我也萌生了一个念头，希望能向同学介绍中

国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把传
统节日作为切入点，和同学分享相关知识。
我希望大家通过分享各自的文化，能够更好
地理解和尊重彼此。

去年新学期刚开始不久，正赶上中国传
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个寓意团圆的日子里，
我带了一袋月饼到学校，同学们很是好奇。
有的同学问：“这是什么？”有的同学问：“这
个圆圆的饼好吃吗？”有的同学问：“今天是
特殊的节日吗？”…… 我仔细地向同学们介绍
了中秋节的来历和故事。我告诉他们，中秋
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月饼不仅是美味的

食物，还寓意家庭的团圆……在我和同学们
的问答之间，大家对中秋节有了认识，也希
望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节日。美好的交流总
是短暂，这个难忘的时刻最终以一张合影来
定格。

如今，我们将追随自己的梦想各奔东
西，但在学校的那次交流让我至今难忘。也
许，在圆圆的月亮挂上天空的某个夜晚，有
同学会想起，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同学带来了
美味的月饼，有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叫中秋
节，承载着团圆的期望。对我来说，这就足
够了。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有更多的
机会介绍中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和中国
文化，为中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文化交流贡献
一份小小的力量。

（寄自西班牙）

亲爱的安：
展信悅！
你去法国已有数月，不知道在那里的学

习生活怎样。上周，学校有个“国际周”活
动，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参加网上论
坛，讨论主题是“文明的交流”。可惜你不在
德国，没法参加。我希望用写信的方式和你
分享我的思考。

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
富，不同文明应该包容共存、交流互鉴。

你我来自不同国家，我每年都会过红红
火火的中国年，你每年都要庆祝圣诞节。虽
然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但正是这些差异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些不同不会成为
我们之间的交流障碍，我们依旧是朋友。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便捷快
速。然而，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比如，
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会通过网络迅速传播。
或许现在在法国的你，看到一些消息也会怀
疑，真的德国在发生着这些吗？同样，我们
也可以通过网络传达推动世界更美好的讯
息。比如，学校就让我们通过网络和来自世
界各地的朋友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知道
他们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我想，世界就像一幅画卷，各个国家和
地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有时候，一些纷争
让人措手不及。但我会告诉自己，冲突终会

过去，和谐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作为年轻人，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

和教训，带着勇往直前的勇气和梦想前行。
也许个人搭建文明交流的桥梁力量有限，但
是每个人都可以为这座桥梁的建设添砖加
瓦。我们现在还是高中生，但我希望通过我
们这代人的努力，让世界更加和平。

亲爱的安，你说你将来想成为一名政治
家，而我想学法律。我不知道，我们的志向能否
实现，但我们可以怀揣梦想，走好每一步。明年
我们都要进入新的人生阶段，为了未来梦想，
一起加油！如果有一天，我们实现了梦想，一定
要推动文明交流，让世界更加美好。

亲爱的安，对于文化差异和世界和平，
你怎么想呢？期待听到你的见解，也希望早
日和你在德国重聚！

祝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你的挚友：李效澄

（寄自德国）

多 样 的 魅 力
——写给远方的朋友

辛奕达（13岁）

远方来信远方来信

5岁那年的腊八节
史雨佳（11岁）

交流让生活更加美好
罗家仙（12岁）

悠悠艾草香 绵绵情谊长
陈君翔（16岁）

为世界美好贡献力量
李效澄（18岁）

带一袋月饼到学校
吴柔柔（17岁）

我在美国舞狮子
房安齐（1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