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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蛇年春节是列入世界“非

遗”代表作后的第一个春节。作家

冯骥才曾说过，“春节是中华民族最

具生活情感与生活理想的节日，

年文化占有我们所有感官直至心

灵，并深深留在我们民族记忆里。”

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而言，春节的意

义更是非同寻常。作为团圆与希望

的文化符号，春节饱含了独在异乡

为异客的游子乡愁，凝聚着中华儿

女共同的文化纽带和情感寄托。

比起日历上的倒计时，日益

渐浓的“年味”往往能让人更直观

地感受到新年临近。年味是一种

融合着期待、忙碌与温馨的味道，

是街头巷尾高高挂起的大红灯

笼，是转角处不期而遇的花团锦

簇，是随处可见栩栩如生的福蛇

图案，也是翰墨书香渲染而成的

福字春联。随着首个“非遗版”春

节的脚步渐行渐近，侨乡厦门巧

妙运用多种元素，绘就一篇喜迎

蛇年新春的吉祥序章。

（文 / 图张倩慧李佳澍）

年年花开，岁岁团圆。提到过年，

“逛花市、买年花”一定能唤醒广大海

外侨胞的乡愁记忆———家中摆几盆年

宵花，把春天的气息带回家，既能装点

节日气氛，又能美化家居、愉悦心情，

更寄托着对来年幸福生活的美好期

盼。

随着春节临近，侨乡鹭岛的花卉

也换上了过年的“新装”。走进花鸟市

场，浓郁的年味在阵阵花香中扑面而

来，街头巷尾洋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

经过商家的精心布置，各式各样的年

宵花陆续亮相，花团锦簇，竞相绽放，

放眼望去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让前

来选购的市民应接不暇。

近年来，花市活动已成为部分海

外华侨华人聚居区迎春接福的重大盛

事，特别是中国申报的“春节”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在侨胞们昂扬的精神风貌和美好

的生活寄愿下，中国传统民俗不断向

外辐射，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和

中华民族的

精神凝聚力，

“中国年”逐

渐走向“世界

年”。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1月 17

日上午，“大美同心”送福写春联活动

在团结大厦举行。

此次活动名家云集，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刘堆来，福

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市书法家协会

副秘书长王彪，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市书法家协会理事郑永升、何剑和

柯佳艺 5 位书法家齐聚一堂，以笔寄

意，以字传情，为大家送上深切真挚的

新年祝福。

活动现场墨香四溢，气氛热烈，吸

引了许多人向书法家求取墨宝，以期

为即将来临的乙巳蛇年讨个好彩头，

把福气带回家。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笔

走龙蛇，笔锋流转间，辞旧迎新、接福

纳祥的美好祈愿凝于笔端、跃然纸上。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委统战部主办、

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和市书法家协

会承办、厦门闽台书画院和市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谊会协办。作为厦门市“一

鹭同心”品牌旗下“爱鹭”行动中的“寻

美工程”，活动广泛组织无党派人士、党

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书法

家参与，旨在深化各界联谊交友，发挥

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作用，助力

厦门新阶人

士在服务社

会、改善民生

中展现“新”

作为、贡献

“新”力量。

花灯高高挂，幸福年来到。时至岁

末，造型各异的灯笼竞相攀上树梢，多

处氛围布置扮靓侨乡鹭岛的大街小

巷，为即将到来的蛇年新春再添一抹

年味。

晨光明媚，三只栩栩如生的元宝

小蛇伫立在中山公园南门前，传递

着“蛇年大吉”“巳巳如意”的新春祝

福，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拍照留念。

公园湖畔，福气之蛇与好运锦鲤生

生相息，共同送上“年年有余”的美

好祝愿。

夕阳西下，沙坡尾沿街挂起的灯

笼串和不远处的厦门地标“双子塔”相

映成趣，市民游客乘着微凉的海风，

在一抹抹“中国红”的映照下惬意漫

步，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和喜悦温

情。

夜幕降临，鹭江道灯火璀璨，火树

银花勾勒出一幅绚丽明亮的画卷，令

人心醉神迷。华灯初上，中山路步行街

人头攒动，一组组造型别致的花灯

流光溢彩，

喜 庆 祥 和

的节日气氛

扑面而来，

点 亮 新 春

华章。

人间烟火处，年味正浓时。“上集市、

办年货”是厦门人过年不可或缺的仪式

感之一，侨乡“舌尖上的年味”蕴藏在充

满烟火气的菜市场里。

闽南“古早味”正是广大侨胞记忆中

的别样年味。寓意“年年高升”的红糖年

糕，寄托发家致富愿望的发糕，印有“福”

“寿”等文字纹样的红龟粿，这些糕饼都是

闽南春节祭祀台上常见的供品。炸物类如

香甜酥脆的蒜蓉枝、形似“小金条”的寸

枣，一口咬下去“咔呲”作响，是许多人童

年的挚爱。闽南贡糖、生仁糖等甜蜜留香

的酥糖也是老少皆宜的经典年货。对于

热爱泡茶话仙的厦门人来说，过年的茶

几上更是少不了马蹄酥、桔红糕等招待

亲朋好友的美味茶配。传统果品则有金桔、

加应子、青果、芒果干等蜜饯果脯，象征着生

活甜蜜美满。此外，“五福临门”五香卷，“鸿

运当头”东星斑，“福寿双全”佛跳墙，都是侨

乡家家户户年夜饭桌上的“熟客”。

在市场，走走逛逛就能“一站式”备

齐年货。春联店张灯结彩，吸引了络绎

不绝的市民前来选购，长辈们精心挑选

红包样式、比对春联内容，孩童们偏爱

精美的中国结、窗花等春节饰品，年味

就在这一买一卖、一来一往间愈发浓

烈。待这些过

年必备的年货

一一就位，新

年的序章便在

团圆之时温暖

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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