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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槟城年味浓

 郭 静 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部

2020年春节，我在异国他乡度过，却感受到了浓浓的、不输于国内的农历新年味儿。

图 1 槟城庙会街景

槟城，是马来西亚华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春节前后，槟城老城乔治城的街道上，庙

会活动如火如荼。白天有琳琅满目的美食美物、舞狮演出；傍晚红彤彤的灯笼高高挂起，大

街小巷张灯结彩。鼠年主题喜庆可爱，游客和当地居民都在尽情地游览嬉闹，感受着春节的

热情和温暖。

图 2 皇后湾海龙宫舞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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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鹤山极乐寺，是一座中泰缅多元文化交融的佛教圣地。每年春节，极乐寺都会举办

隆重盛大的新春灯会，吸引游客和信徒前来观赏和祈福。千盏佛灯璀璨耀眼，点亮了寺庙内

外，宛如进入一个绚丽的山中仙境。

图 3 极乐寺万佛宝塔

最迷人的，莫过于乔治城的标志性景观——壁画街。小巷的老旧建筑和墙壁上绘满创意

十足、充满艺术感的涂鸦，各种主题交错，有骑行的小孩，弹唱的青年，悠闲的猫咪。春节

期间还新添了些华人文化特有的元素。这些涂鸦生机勃勃、调皮有趣，透露出无比的松弛和

轻快，也代表着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

图 4 槟城壁画街—爱情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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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槟城壁画街 Cultrual Girl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在槟城，随处可见汉字和对联，还有熟悉的华人面孔，完全不

用担心交流障碍。这里保留了相当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到处都是怀旧风的店名和招牌、

宗祠和家庙。让人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看到了那时淳朴的、热腾腾的烟火气息。你能感受

到一脉相承的文化魅力。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是专属于我们的浪漫，是在漫长岁月

中也不会消磨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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