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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泰丝用最近学会的
这句诗，来形容自己第 9 次在丽水过春节的
心境。

从四面环海的古巴，来到群山环抱的丽
水，Thais Perez Servia 有了属于自己的中文
名字——泰丝。她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整
整 12 年，并在这里度过了 9 个春节，“完完全
全融入到喜乐中国年的氛围中”。

色香味俱全的新春佳节

没有在中国过春节之前，泰丝以为，中国
的春节和西方的新年一样，“只庆祝一天”。
2011年，当她第一次在丽水过年时才发现，中
国人的春节，是可以从“除夕”一直延续到“正
月十五”的。“就像纪录片里讲述的那样，中国
人之所以千方百计地赶回家过年，是为了迎
接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从那时起，泰丝
便知道，春节最大的意义，在于家人团聚。

泰丝的前夫是青田人，两人育有一女。6
年前，两人因性格原因和平分开，但依然是关
系亲密的“家人”。这些年来，孩子的爷爷奶
奶非常疼爱泰丝——如果说，从前泰丝是他
们的儿媳，如今则更像自己的女儿。只要她
在丽水，两位老人都会邀请她到青田一起过
年。

刚刚过去的虎年春节，也不例外。
1 月 31 日 上 午 ，她 和 孩 子 出 发 前 往 青

田。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腊口镇的爷爷奶
奶家。每个春节，她都和中国的亲友团圆于
此。

在这里，她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家庭的“那
些无处不在的年味”。“嘴巴尝到的，鼻子闻到
的，眼睛看到的，总是让我惊喜又满足。”泰丝
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田鱼又鲜又嫩、糖糕
甜而不腻、山粉饺一口咬下去，全是馅料⋯⋯
味道简直棒极了！”回味起春节美食，她说得
眉飞色舞。而她的最爱，非青田蹄髈莫属。

“先把肉放到水里煮，煮好后捞出来撕碎，肉
皮要切‘十字’，再放入调料⋯⋯把肉皮铺在
碗底，撕碎的肉放在肉皮上，放入蒸笼蒸一个
小时左右，就可以吃啦。”虽然从未亲手制作
过，但泰丝早已将制作方法牢牢记在心里。

因此，她常常告诉远在古巴的亲人：“我
的春节，是‘青田味’的。”

仪式感营造浓浓的年味

这个虎年，是泰丝在丽水度过的第 9 个
春节。

去年腊月还未过半，泰丝就已开始为“回
家”过年作准备：大米、饮料、油⋯⋯采购年货
时，她显得轻车熟路。和大多数丽水人一样，
她会带着孩子一起营造喜庆的佳节气氛：挑
选寓意团圆的春联、张贴“年年有余”的窗花，
还不忘在大门贴上一张带着期盼的“福”。泰
丝不仅贴“福”字，更懂“福”意：“福”有着倒贴
于门上的习俗，代表“福到我家”的美好愿景。

如今的泰丝，是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的
一名外语教师。一只萌虎玩偶，是她收到的
第一份新春礼物——来自班上的一名学生。
泰丝很喜欢，将它摆在办公桌上。当时她就
感受到，浓浓的年味，正迎面而来。

每年春节，泰丝都能体验到丰富多彩的
中国传统文化习俗，而其中一些，是她之前从
未经历过的，比如放烟花。十年前第一次听
到烟花的声音时，泰丝有些害怕，但夜空中的
一道道流光溢彩和璀璨夺目的痕迹，很快勾
起了她的兴致，并主动加入到燃放人群中。

“中国年，不仅有味道、有颜色，而且声音很
‘动听’。”这种全然不同的节日体会，让泰丝
对每一个春节都增添了一份期盼。

入乡随俗的幸福中国年

泰丝的春节仪式感，藏在她为长辈准备
的“心意”里。

除夕夜，泰丝把一个鼓鼓的红包，塞到正
在厨房忙活的孩子奶奶手中，并送上一个热
情的“贴脸式拥抱”。这种中西结合的亲情表
达方式，每年春节都在家中自然地“上演”。

起初，她不太明白发红包的习俗，“特别
是长辈要给晚辈发压岁钱，让我很惊讶。”后
来，她才明白，红包也称作“利是”、压岁钱。
相传，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
同音。晚辈收下压岁钱，代表平平安安度过
一岁，“是一种疼爱，也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央视春晚，是泰丝必点的“除夕大餐”。
“只要在中国过年，就一定会观看。”在她眼
里，春晚就像一面镜子，中国流行文化的语
言、中国最受欢迎的一些元素都会在晚会里
呈现。她告诉记者，自己最青睐语言类节目，
尽管有时不能完全看懂，但也觉得很有意思。

在丽水度过的 9 个春节，泰丝都从中收
获着不一样的幸福。

令她印象最深的一年，是和一群外国朋
友参加了新春写对联、写福字活动。红纸平
铺，提笔蘸墨，一副副对联摆在桌案上，一撇、
一横、一捺⋯⋯虽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泰丝仍
聚精会神地享受汉字运笔的过程。“那年，我
把自己写的其中一张‘福’带回了古巴，送给
父母。”和她一样，父母也非常喜欢中国的春
节文化，“爸爸喜欢打太极，吃青田糖糕，妈妈
则一直忘不了这里的小笼包。”而在疫情之
前，他们也会到青田过春节。

刚刚过去的虎年春节，让泰丝对中国文
化又深爱了一分。生活在丽水 12 年，她体会
到每个隆重节日背后的浓浓幸福感：“春节，
更像一个中国结，把大家‘编织’在一起，团团
圆圆，永远不分开。”

外教泰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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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奶奶亲如母女。

给孩子发压岁钱。

贴“福”字。

红色窗花营造浓浓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