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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海外头条扫描

本版责编 宋佳烜

韩国文化产业呈全面增长势头
销售额增 5.2% 出口额增 7.2%

2/3法国民众合法下载音乐

英国古典乐观众增多 票房反降

外国人过中国年：

最爱正宗年味儿
本报记者 陈 璐 宋佳烜 樊 炜 郑 苒 程 佳

海外视角看春节
本报记者 宋佳烜 编 译

对于奔波忙碌一年的中国人来说，

“过年”这两个字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奔

波万里也要回家团圆的信念、13 亿人欢

天喜地的气氛、热气腾腾的年夜饭……

这些在中国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儿在

外国人看来有着别样的温暖和神奇。

年关将至，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生活在

中国的外国人，听他们讲述自己在中国

过大年的故事。

英国小伙儿马丁：
每年都要看春晚

英国小伙马丁在中国生活了 4 年

多。刚到中国时，他在北京一所高校担

任外教。马丁喜欢旅游，每年寒暑假都

会找机会出游。春节期间，他总会叫上

朋友甚或单身一人，到他认为“比北京

暖和”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度过。

对曾经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出行并深受

“人山人海”之苦的马丁而言，春节的错

峰出行是一个相对惬意的选择。“人会

少很多，而且路上会遇到很多有趣的年

轻人，我们在一起聊天，一起观看焰火，

一起看春晚，特别有意思。”

马丁每年都看春晚。他说，春晚上

的歌曲、舞蹈、杂技，水平非常高，看起

来也毫无障碍。但对于小品，马丁多少

有些难以理解。“我记得某年看过一个

舞台上摆了个沙发的‘情景剧’，几个演

员面对面说了 20 多分钟，我从头到尾都

没觉得有什么笑点。”至于相声，尤其是

跟生活结合比较紧密的一些段子和俏

皮话，马丁则觉得比较好笑。

前年，马丁辞去外教工作，进入北

京一家知名电视台做记者，主要做一些

社会调查类的节目。他对做记者后的第

一个春节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工作忙”。

马丁回忆说，他所在的团队去年做了一

个关于“春节没回家过年的那些人”的节

目，在北京采访了多个行业的工作者，还

专门去外地采访了他们的父母，向英语

受众展示了春节期间还在辛勤工作的中

国“异乡人”的生活和心路历程。

德国人马蒂亚斯：
结下鞭炮情结

德国人马蒂亚斯因为工作关系经

常往来于德国与中国之间。此前，他通

过 德 国 媒 体 对 中 国 的 春 节 也 略 有 耳

闻。他说：“德国媒体报道最多的就是

中国的春运，所以以前我对中国春节的

印象就是人多、车多。”

去 年 春 节 ，马 蒂 亚 斯 在 长 春 过 春

节，本来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他收获了

不少惊喜。“没想到春节的气氛这么美

妙，大街上到处张灯结彩，大家看起来

心情都很棒，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

笑。”马蒂亚斯谈起去年春节的经历仍

显得有些兴奋，“新年后的第 15 天是灯

笼节（元宵节），集市（庙会）上挂着各式

各样的红灯笼，我还看到了舞龙舞狮的

表演，这些只有在中国春节才能看到的

民俗深深地吸引了我。”

52 岁的马蒂亚斯对放鞭炮很感兴

趣。“在德国，跨年的时候也会放炮，但

我们放的都是很小、很弱的烟花炮，跟

中国过年放炮完全不可相提并论。”马

蒂亚斯说，“那种热闹、兴奋、欢快的气

氛是我的最爱。去年过年时，我放了不

少鞭炮，太酷了。”除了放鞭炮，春节期

间大型的烟花秀也给马蒂亚斯留下了

深刻印象，璀璨的烟花照亮夜空的情景

和周围人的欢声笑语深深感染了他。

“这或许就是中国春节的魅力吧。”

今年过年，马蒂亚斯要带着全家去

香港。被问及对在香港过年有什么期

待时，这位年过半百的德国大叔顽皮地

说：“当然是放炮咯！”

法国女士艾米丽：
庙会上淘小玩意儿

艾米丽在北京教法文。她热爱中

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点滴都抱有很大

的好奇。她非常喜欢过春节，因为每逢

春节，她都能从庙会上淘来一大堆有趣

的玩意儿。用她的话说，庙会就好像一

个万花筒，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点点

滴滴，五颜六色，让人应接不暇。

回忆起在地坛逛庙会的经历，艾米丽

很是兴奋。她说：“那个热闹场面，我以前

从来没见过。”尽管庙会上拥挤的人潮让

她不太适应，但她的热情丝毫未减。在

艾米丽的家里，摆放着她从庙会淘来的

剪纸、年画、泥娃娃等有趣的小玩意。

艾米丽边向记者展示自己的购物成果，

边介绍她在庙会看到的舞狮、舞龙、文艺

演出，还有让她难以忘记的天桥绝技。

最让艾米丽印象深刻的，是一口气

品尝到了很多北京特色风味小吃。艾

米丽说：“驴打滚最好吃，故事也很有意

思，朋友还没介绍完，我已经吃下好几

个了，等我回国时一定给法国的家人、

朋友带去尝尝！”

巴基斯坦留学生哈立德：
期待看到中国家庭团圆情景

巴基斯坦小伙子哈立德 2011年夏天

来北京求学，已经在中国度过了两个春

节。哈立德会参加学校举办的新年晚

会，与众多中外学生一起欢度春节，了解

中国人庆祝春节的各项传统习俗，如燃

放焰火、包饺子、吃年夜饭、压岁钱等。

哈立德利用春节假期和朋友一起

在中国各地旅游。两年多来，他利用各

种节假日去了30多个中国城市。2011年

的春节，哈立德与一位美籍华人一起到

广东和海南旅游。在广州，他们与一对

中国夫妻成为好朋友，夫妇俩主动教哈

立德打麻将。“我被他们的热情深深地打

动了，与他们在一起就像和家人在一起

一样。”哈立德说。在海口，哈立德花光

了所有的钱，一家商店的老板请哈立德

吃饭，并邀请他明年再来海南旅游。这

些都让哈立德感动不已。今年春节，哈

立德打算和几个朋友到哈尔滨滑雪。

哈立德告诉记者，巴基斯坦也有类

似中国春节的节日，全家人团聚在一

起，遗憾的是自己还没有看到过中国家

庭的团圆场景。不过，他的这个心愿很

快就要实现了。哈立德交了一个中国

女友，女友承诺明年带他到自己家过

年，见见自己的父母。“我对明年春节非

常期待！”哈立德说。

新加坡人曾世彪：
最爱文化大餐

新加坡人曾世彪娶了一位中国太

太。对于新加坡人来说，春节并不是一

个陌生的节日。他说，在新加坡，过年

的气氛也很浓，但结婚后跟太太一起去

江西南丰老家过年，中国春节仍给了他

很多惊喜。

南丰的新年习俗让曾世彪十分感

慨。“新年第一天，我们早上起来后，首

先是给小孩子散发红包和各种点心。

然后一大家子齐聚在一起，在奶奶的主

持下，分别对着家中的观世音菩萨像和

祖先的牌位进行新年祈祷，这之后就开

始放爆竹。从家中出来后，几乎全村的

人都聚集在一起，分成男女两队，男人

们率先出发，到村子的十几个小寺庙逐

个绕上一圈，点上蜡烛、放响爆竹，保佑

全村人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平安、工作顺

利。绕完了十几个小寺庙以后，最后到

达最大的寺庙，名为‘罗汉山’。这之

后，女人也沿着相同的路线出发……南

丰的中国年真是太有特色了。”

除了春节传统习俗，一些地方特色

的文化大餐也让曾世彪一饱眼福。“南

丰的傩戏在那年新年推出了剧目《白蛇

传》，服装、道具非常独特，唱腔更让人

回味无穷。在乡间搭台唱戏的那种原

汁原味的气息让我没有办法移动双脚，

一直站着看完了整场演出。”

春节将至，海外媒体纷纷关注中国

春节。外媒报道中多次出现的元素，呈

现出其观察春节的不同视角。

春运

“春运”不仅成为中国媒体跟踪报

道的重点，也引起了不少外媒关注。澳

大利亚 ABC 新闻 1 月 27 日报道称，中国

春运迎来高峰期，这是世界范围内每年

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1月 31日中国

春节到来前，将有数百万外地工作的民

工返乡过节，据估算，今年的春运将运

送 36.2 亿人次，其中陆地交通将承担 32

亿人次的运送压力。

生肖

一些外媒不忘“扫盲”——中国农

历春节每年的日子都有所不同，这与大

部分国家按公历在元旦跨年有着很大

的不同。

一家英国媒体在报道中称，中国人

每年有一个相对应的动物作为年度吉

祥物。“过去的一年是中国的蛇之年，

2014 年则是马之年，在马年出生的人在

中国人看来是充满活力的。与蛇年一

样，马年出生算不上大吉但也并没有太

多消极意义。”

红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春节的印象可

以归结为一个“红”字。有美国博主在

博客中写道：中国人认为红色是吉祥的

象征，可以带来福气、财气和幸运，并能

赶走晦气。春节期间在房间里挂上“红

色纸”是中国人坚守的习俗。除此以

外，红色也是春节期间中国的主打色。

大扫除

春节前，各家各户的大扫除也是一

道独特的风景。有媒体报道，按照传统

习俗，中国人在新年前要进行大扫除，

扫清房屋各个角落的灰尘被认为可以

扫走“坏运气”。“现在只有很少的中国

家庭仍然坚持大扫除的习俗。”

爆竹与雾霾

“2014 年春节，深受雾霾之害的中

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外国媒体

对于中国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表示关切。

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春节的传统

习俗，然而，伴随着近年来空气污染问

题的不断加重，中国人对于春节燃放烟

花爆竹的习俗也有了更审慎的思考。

根据相关报道，今年不少城市售卖烟花

爆竹的摊位数量大幅减少，在济南，摊

位数量减少 30%。

出境游

近年来，春节出境游的游客数量逐

年增加，中国春节对于很多旅游目的地

国家而言成为商机，出境过年的游客成为

他们最重要的客户群体之一。据美国媒

体报道，一些美国城市为了吸引中国游客

在这 7天假日里到美国旅游，花费了数月

甚至数年时间，结合中国游客的喜好和城

市特色推出了一系列旅游项目。

近年来，智利城市瓦尔帕莱索

为推动经济发展“大兴土木”，近期

又宣布将在市中心建设大型商业中

心，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的瓦尔帕莱索老城区受到威胁。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介入调

查，之后还会出具相关调查报告，对

其是否能继续保留在世界遗产名单

之列进行评估。

对于在瓦尔帕莱索建立大型

商业中心，有人提出异议，也有民

众认为城市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刺激经济发展。瓦尔帕莱索每年

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

观，但该市经济状况勉强超过智利

贫困线。瓦尔帕莱索市市长豪尔

赫·卡斯特罗表示：“这个项目将吸

引 1.5 亿美元的投资，创造 4000 个

就业机会，这对瓦尔帕莱索的经济

发展很有帮助。”

瓦尔帕莱索位于智利首都以

西约 120 公里的太平洋沿岸，西班

牙语意为“天堂谷”。19 世纪，这里

曾经是南美洲重要港口，当时有大

量的英国、德国和法国移民在此登

陆，并在当地工作生活，这些移民

把不同的建筑风格带到瓦尔帕莱

索 ，使 得 这 座 城 市 的 建 筑 别 具 特

色、五彩斑斓。2003 年，在智利政

府和民间组织的努力下，瓦尔帕莱

索旧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世界遗产。同年，智利国民议会

宣 布 瓦 尔 帕 莱 索 为 智 利“ 文 化 首

都”，智利文化部随后也迁至瓦尔

帕莱索。

（本报记者 樊 炜 编译）

1 月 24 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

部 公 布 了“2013 文 化 产 业 统 计 调

查”结果，该调查提供了 2012 年韩

国文化产业包括出版、漫画、音乐、

游戏、电影、动漫、广告等在内的 11

个领域详细、系统的信息材料。

这一调查由韩国文化产业振

兴院管辖范围内的 9 个文化领域的

相关调查、韩国电影振兴院针对电

影产业的相关调查及韩国放送通

信委员会针对广播电视产业的相

关调查组成。

调查结果显示，2012 年韩国文

化 产 业 总 销 售 额 比 2011 年 增 加

5.2% ，达 87.2716 万 亿韩元。除出

版、漫画，所有领域都呈现增长态势，

其 中 广 播 电 视 增 11.2% 、游 戏 增

10.8%，是增长势头最为强劲的两个

领域。在并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

韩国文化产业的销售额从 2008年至

2012年达到年平均8.2%的增长率。

2012 年韩国文化产业出口额

比 2011 年增加 7.2%，达 46.1151 万

亿韩元。除出版、漫画、动漫、广告

外，所有领域都呈现增长态势。音

乐（19.9%）、游戏（11%）为增长幅度

最 大 的 领 域 。 相 反 进 口 额 却 比

2011 年 减 少 9.4% ，达 6.7379 亿 美

元。贸易顺差达 29.3772亿美元。

2012 年韩国文化产业从业人

数比去年增加 1.1%，达 61.1437 万

名，其中，从事出版、漫画、动漫工

作 的 人 数 有 所 减 少 ，广 播 电 视

（6.3%）、广告（5.1%）领域从业人数

增幅最大。

（本报记者 宋佳烜 编译）

近日，REC PLUS 和 Gfk 两大

研究中心发布了关于法国人互联

网合法下载的调查结果。受访者中

有一半表示曾有过在互联网上下载

音乐的经历，其中 2/3 的受访者表

示，自己通过合法途径下载音乐。

有媒体认为，这与近年来法国

的非法下载率逐渐下降的趋势相

吻合。2010 年，法国的非法下载音

乐比例为 17%，2013年下降至 15%。

在文学领域，尽管受访者的数

字读物年度支出略微下降，但在数

字“追随者”的支持下，数字形式文

学作品的合法下载率达到了 84%，

只有 9%的人表示仅用非法途径下

载数字读物，8%的人表示两种途径

都会使用。而在影视领域，通过电

脑下载观看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较

为普遍，约占受访者的 95%。

该结果由两大研究中心在互

联网上历时 1年调查得出。调查从

2012年9月持续至2013年10月，共有

2360名10岁至65岁的法国人参与。

（本报记者 樊 炜 编译）

舞龙是外国人眼中重要的春节元素

外国朋友最爱中国正宗

年味儿（资料图片）

根据英国管弦乐团协会近期

的一项调查，英国交响音乐会和演

出在 2012 年至 2013 年间的上座率

比前 3 年增长了 16%，目前，英国每

年有超过 450 万人观看管弦乐团现

场演出。然而，观众的增加并未带

来票房回报，调查显示，乐团从门

票销售、合约聘用等方面获取的收

入同期下跌 11%。

2013 年，英国古典乐观众的数

量不断增长，其中不乏年轻的观众

群。然而，4 英镑左右的低廉学生

票却未能给古典乐市场带来丰厚

收益。许多管弦乐团通过更多地

进行国外巡演、在海外发唱片、增

加诸如电影配乐之类的商业项目

等方式增加收入。去年，英国管弦

乐团在中国、俄罗斯、美国等 35 个

国家演出了超过 400 场音乐会。乐

团把更多目光投向国外直接造成

国内演出数量锐减。

此外，去年社会捐赠和赞助总

额同期上涨了近 1/3，但几乎 40%的

捐款都是针对教育和建筑领域，加

之政府对乐团的资助在 2013 年削

减了 14%，业界人士普遍对此表示

担忧，认为紧缩的预算“让管弦乐

团越来越脆弱”。

有资深业内人士称，英国管弦

乐的高水准将因此下降，国家管弦

乐团甚至随时有可能离开全球顶级

乐团的行列。伦敦交响乐团首席执

行官、艺术总监蒂莫西·沃克表示：

“如果继续削减资金，管弦乐团接下

来还能撑多久是个问题。”业界人士

担心，预算削减的压力会让管弦乐

团为降低风险而不敢开拓进取。

（本报记者 陈 璐 编译）

智利古城“大兴土木”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瓦尔帕莱索特色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