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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留苏学生的“洋”婚（上）
! 李鹏

! ! !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先进技术人才，
我国开始向前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拉
开了新中国留学教育的大幕。党和国家领导
人非常重视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在各个方面
给予了超常规的待遇。留苏学生都深深感受
到肩上所担负的重任，学习好、工作好、身体
好成为留苏学生的共识。为了便于留学生集
中精力学习，对于留学生的婚姻恋爱问题，国
家原则上不予支持。!"#$年制定的留学生注
意事项第七条中明确规定：为了集中全力完
成学习任务，对恋爱问题应自觉约束，正确处
理，在留学期间不准结婚。

当时的留苏学生大多年纪在 %& 岁左
右，正值青春年华，男女同学之间相互爱慕，
产生感情等事例不在少数，但之前大多处于
地下状态。至于中国留学生和前苏联朋友之
间的感情交流，则更是当时两国政府非常关
注的事情。当时前苏联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女性比男性多二千多万，在全国人口只有二
亿多的国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创伤，前苏联许多
中年以上妇女都是寡居。所以，前苏联女孩
渴望找到一个对自己忠诚的男人很不容易。
在前苏联姑娘的眼中，中国的小伙子有许多
前苏联男子无可比拟的优点：他们品质朴
实、作风正派、学习刻苦、纪律性强、温文尔
雅；不吸烟、不酗酒、不打架、勤劳善良，这些
都是他们完美人格的化身。用当时前苏联姑
娘的话来形容中国留学生就像“暖水瓶一
样”，外冷内热。而前苏联姑娘健美的身材、
开朗的性格、大方的举止，也同样吸引着中
国男孩子们的目光。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
文明，在彼此吸引和碰撞中迸发了爱情的火
花。对于刚开始出现的跨国恋爱，大使馆留
学生管理处、中国留学生总会、各个学校的
党团组织多方做工作，表明立场和态度。据
留苏学生陈非回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团
支部都要做思想工作，反复告诫当事人，中
国与前苏联的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生

活水平相差太大，结婚后会产生很多难以解
决的问题。”当时前苏联女孩对中国国情也
大多了解不深，她们以为中国的生活水平和
生活习惯与当时的前苏联一样，每天可以随
便喝牛奶，吃黄油、面包和奶酪，这也为以后
的分手埋下了诱因。

派一个赚一个
!"''年，前苏联政府废除了本国公民不

能与外国公民通婚的规定，越来越多的前苏
联姑娘开始向中国留学生发起了情感攻势。
据留苏学生陈先玉回忆，为了保证留苏学生
在前苏联集中精力学习，出国之前，国家定下
规定：学习期间不回国探亲，不能恋爱结婚，
更不能和当地人通婚。但前苏联女孩子喜欢
中国的男孩，觉得他们学习好、纪律好，不抽
烟喝酒，脾气又好。于是有的女孩主动追求中
国男生。棘手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时列宁格勒
一位中国留学生与前苏联女同学坠入爱河，
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
阶段。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开始做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可是这一举
动遭到了女方和女方家属的抗议。前苏联姑
娘甚至威胁，如果不允许他们结婚，她将卧轨
自杀。每每谈及此事，时任驻苏使馆教育参
赞、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李滔总忍不住哈哈
大笑，他说：“前苏联高教部问我，你们为什么
不同意你们的小伙子和我们的姑娘恋爱？你
们宪法中有这个规定吗？你要知道，我们的姑
娘太喜欢你们的小伙子了！”无奈之下，使馆
只好将情况报告国内。这件事一直上报到国
务院，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同意他
们结婚。这是第一桩中国留学生与前苏联姑
娘结婚的事例。随后在苏方的要求下，中国有
关部门调整了留学生的婚恋政策。

先例一开，留苏学生婚恋的禁锢也逐渐
松动。高教部于 !"'(年 )*月 ))日、)"'+年
$月 ),日下文，规范了留学生涉外婚姻相关
事宜。)"'-年 %月，关于留苏学生在学习期间

的结婚问题，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专门下文规
定，重申留学期间不准结婚的精神是对的，但
是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在执行过程中有一
定困难，文件中特别提到了对于留学生结婚
者不能作为纪律处分的根据。对于准予结婚
的条件，管理处提出了三种情况：).一方在毕
业前半年之内；%. 单方回国度假在国内结婚；
,.某些特殊情况，如年龄过大，与爱人分离时
间过久等。文件中特别提到：

考虑到与外国人结婚后可能遇到很多困

难!因此不同意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但又考

虑到这个问题不能作为纪律规定! 所以应通

过党#团和行政组织加强说服教育!不与外籍

公民恋爱结婚" 如有个别少数同志坚持要与

外国人结婚!并经说服教育无效者!在毕业前

半年之内经批准可以结婚" 结婚后外籍公民

的一切要求! 应由本人正式申请本国政府解

决!使馆无法予以协助"

随后，)"'-年发布的管理派赴各国留学
生的规定中，对于婚姻恋爱的说法也作了修
改，从“在留学期间不准结婚”改为“教育留学
生在学习期间最好不要恋爱结婚”。
禁令一开，异国男女爱慕的情感开始发

酵。随后中国留学生的跨国恋爱越来越多。中

国男留学生和前苏联女孩要求结婚的渐渐增
多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结婚的有五六十对，
占留学人数的 /.'0，差不多 *//人中就有一
人与前苏联姑娘结了婚，并一起回国。当时的
留学生管理处主任李滔回忆：“后来我们把握
‘内紧外松’的原则，对内继续强调不赞成、不
支持跨国恋爱，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
口子一开，一下子有一百多对小恋人从地下
状态浮出水面，考虑到对方一般都是前苏联
大学生，将来也可以在国内发挥一技之长。我
们提出的要求是：允许结婚，但是必须将配偶
带回国内，这在当时被称为‘派一个赚一
个’。”)"'-年 )月 ,)日，使馆留学生管理处
曾集中向高教部汇报 *,名中国留学生跨国
婚姻的情况，主要集中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两个城市的高校，且大学生人数居多。据陈先
玉回忆，整个 )"'/年代留学生跨国婚姻约有
五六十对。

大多以悲剧收场
但是好景不长，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本来

基础就不牢靠的异国婚恋在中苏政治环境越
来越紧张的气氛下越发显得脆弱。)"()年 )

月，第二次留学生工作会议召开，其中对留学
生跨国婚姻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根据已有
的例子来看，结果都不好。主要在学习期间妨
碍学习，毕业回国后问题很多，影响工作，而
且往往涉及两国关系问题难以处理。因此，拟
明确规定，留学生在学习期间不论同外国人
还是中国人，都不准结婚。对留学生和外国人
恋爱，不要用法律形式加以禁止，但要加强教
育。”留学生主管部门也越来越加大了对跨国
婚恋的管理力度，留学生跨国婚恋的定性也
发生了质的改变。恰在这个时期，相继发生了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留学生和科学院研究生
因为与苏联人结婚而滞留前苏联的事件。当
时的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相继和前苏联高教部
以及前苏联外交部商谈相关处理事宜，但未
达成一致意见。

" !"#$年! 莫斯科石油学院中国留学

生与前苏联同学一起研讨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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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白道!黑道和灰道

劳一一提出了两难选择的老问题，劳大
弓这次是绕不过去了。在理智上他倾向冬雨，
在感觉上是倾向贺芳，在感情上，有时倾向冬
雨，有时倾向贺芳，方向变化是由外界刮什么
风决定的。昨天他同贺芳见面，贺芳刮香风刮
得紧，他就倒向贺芳，表示对她有真心，并暗
地里下决心要同冬雨一刀两断。今天儿子刮
的西北风，让他头脑清醒了，房价不会
跌，贺芳不会留，他又倒向冬雨。婚姻
常常不靠理智，也不靠感情，而是靠那
个捉摸不定的感觉。劳大弓的感觉是
定位在贺芳身上，他沉吟后说：“让我
考虑考虑，再作一个决断。”劳一一急
火攻心，跺着脚说：“爸，你不能三心
二意了，冬雨阿姨不会耐心等待的，
鸡飞蛋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爸，古人说得好你要听听啊！”

劳大弓叽哩哇啦把他的故事说
完，对着红娘席天红说：“祸福无门，
唯人所召。空口说话是容易的，弹药
落实到实处是不容易的。我的儿子认
为选冬雨是福，选贺芳是祸。我的看
法完全相反。你说，在贺芳和冬雨两
个人中，选谁是祸，选谁是福？红娘，
我碰到选择难题了，你要帮我把关。”说完摘
下墨镜，露出一双期盼的眼睛。

席天红婉转地说：“对冬雨，你赞扬她的
人品，我仅听了你的一面之词，哪能做出评
论？对贺芳我只是一面之交，她来过夕阳红
摊头，也同我闲聊几句，声音是嗲嗲的，长得
也很丰满，皮肤也白净，很媚人。我哪能以貌
取人呢？”劳大弓说：“你是一碗水看到底，一
个是人品好，一个是相貌好，你的指导性意
见是什么？赶快说出来，不要遮遮盖盖。”

席天红开门见山说：“在我们相亲角里，
对婚姻有白道、黑道两种说法。白道是说婚
姻是两厢情悦，以情换情，这个情是道义、责
任和个性。黑道是说婚姻是男子用房子、票
子、社会地位同女子的年轻美貌交换。前者
是正道，海枯石烂情不变；后者是歪门邪道，
兔子尾巴长不了。你走的是什么道，只有你
自己知道。道路踏准了。两难选择的难题就
迎刃而解了。”
劳大弓茅塞顿开：“我明白了，白道是指

冬雨，她，挑的是感情而不是房子。黑道是指
过去的贺芳，她挑的是房子而不是感情。还有
条你还没有提到的灰道，是现在的贺芳，回眸
尚有真情在，房价会回归到合理的价位。她既
能挑感情，又能挑得起房子，是个双肩挑。
我———他突然手两眼放出光亮，大声嚷着：
“既不挑白道，也不挑黑道，而是挑两者兼有
的灰道，她就是贺芳。”

席天红听了大为惊骇，她在社
会底层混了几十年，练就一双毒眼，
当然能看得清贺芳是“挑财神”的角
色，到相亲角来噱有钱有房的老头
子。她提出黑道白道的说法，是侧面
提醒劳大弓要挑正道的冬雨而不是
邪道的贺芳。令她吃惊的是，他把她
的说法拆并分合，竟然组装出一个
灰道的说法，并把黑道中的人物贺
芳改装成灰道中的光亮人物。
席天红是正派的人，肚里有一

本谱儿，是是非非分得清清楚楚。她
严肃地说：“你碰到了两难选择，要
我把关。我是先把脉，后把关。把脉
的结果：冬雨挑感情不挑房子，是正
道，是福门。贺芳挑房子不挑感情，
是邪道，是祸门。我负责地告诉你，

我的把关建议是：挑冬雨而不挑贺芳。”
劳大弓一听十分惊讶，平时随和的红娘

竟然说出如此强硬的话，他脸上喜气马上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不满、不平和不理睬。他很
有礼貌地说：“鞋穿在脚上，适意还是不适
意，只有脚知道。贺芳有没有真情，只有我最
清楚。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议，对不起。”说完
转身就走了。

席天红是急性子的人，又是一根肠子不
打弯的人，她对着他的背影说：“要老婆是过
日子，不是看卖相，看卖相要倒霉的。房价是
不会跌下来的，贺芳会再次逃掉的，劳大弓
你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劳大弓转过头，
拧巴着脸：“席天红，你听着，这条灰道我走
定了，我现在就去找贺芳，我会把她带到相
亲角来，带到你的面前，让欢笑而不是眼泪
说明我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拜拜。”
劳大弓说着，离开了相亲角。
明起连载"追寻#$$%铁笼沉湖杀人案&

侦破纪实'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 ! ! ! ! ! ! ! ! $%&技艺上更加成熟

)"'(年，成氏五兄妹在捷克访问演出，
不在室内，而是在露天广场，不巧，瓢泼大雨
从天而降，观众竟然不顾大雨，坚持在台下
观赏。领队王松生急了，走到后台对成连宝
说：“老大（这是对他亲热的称呼）天下大雨，
观众不肯离去，好多节目无法演出，你们的
《小武术》还能演吗？”成连宝说：“能！养兵千
日，用兵一时，为了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我
们一定会把节目演好的。”他带着弟妹，不顾
地滑、手滑，任凭大雨倾盆，克服了难以想象
的困难，将《小武术》中的 )+$个动作，一个不
减，一个不落，全部演完，获得了观众雷鸣般
的掌声。
《小武术》在西北欧一些国家演出时，它

的精彩技巧造型，高难度动作，也是令观众咋
舌不已。看了演出，丹麦《政策报》发表文章
说：“这不只是武术，这是芭蕾———是所见的
最纯朴的中国技艺。”在日本演出时，日本观
众也深为震惊，说中国的这个杂技节目“简直
令人喘不过气来”。
早在 */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人民杂技

团的《小武术》就已饮誉海内外了。到了程海
宝这一代青年演员，《小武术》已经连演多年，
在技艺上更加成熟，更加完美了。

如果只看《小武术》这个名称，很容易望
文生义，以为《小武术》属于中国武术范畴。实
际上，这是误解。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武术，
按照定数组合，或徒手，或使用器械，踢、打、
摔、拿、跌、击、劈、刺等，那都是为了防身或进
攻，而杂技表演中的《小武术》，虽然脱胎于武
术，给人有一种形似于中国武术的感觉，也很
讲究手眼身法步的“套路”，但它是一种文化
艺术，在武术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嫁接”
了诸多技巧动作，是一种表演艺术。
上海和各地杂技团都有《小武术》这个节

目，但要说最让观众过目不忘的，非“成氏五
兄妹”莫属。他们表演的“垛金瓜顶”（即两人
双拳“对垛举顶”）变“掉人”，难度非常高。他

们练习“垛金瓜顶”，不
知道摔打了多少回。五
兄妹的父亲是一位老杂
技艺术家，对五兄妹的
要求近乎严酷，每次练
习，非要达到标准不可，

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五兄妹之一
的成文群说：“起初，我爸爸叫我大哥在板凳
上‘垛金瓜顶’，之后叫大哥在他拳头上起顶，
这就难多了。拳头对拳头不是一次能完成的，
需经过反复地研究和长时间地演练。大哥没
少挨爸爸的打。”
朱赤在《漫谈成氏〈小武术〉表演中的〈掉

人〉》一文中说：“‘掉人’这组动作，编排紧凑
新颖，演出稳准脆帅，表演中未快先慢，铺平
垫稳。一开始的“垛金瓜顶”，动作始终缓慢稳
健，优美抒情，将技巧交待得清清楚楚，紧紧
地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紧接着‘尖子’演员
文群在两脚站头‘攀朝天蹬’时，突然向后平
砸摔下去，看去好像没有站稳两脚向前冲滑
过去，而底座演员连宝猛然伸出双手又没有
揪住，正当观众为文群的安全而失声惊呼
时，她却轻松地站立在地上，向大家微笑致
意，使观众绷紧的心弦立即松弛下来。这组
动作的设计和表演，正像大戏剧家洪深同志
评论的那样，‘慢而不拖，快而不慌，惊而不
险。’”周恩来总理对这个节目非常喜欢和熟
悉，在多次陪同外宾观看这组动作时，他总是
不看台上，而是留神看着外宾们的反应，当外
宾们发出惊讶的慨叹时，总理总是会心地微
笑、赞叹着。

成文群小时候经常表演《小武术》，有一
回在北京前门外剧场演出，一不留神，从舞台
上摔了下来，当场昏了过去。一次偶然失手，
使这位优秀杂技演员留下了一生遗憾。

程海宝练习《小武术》，也多以“成氏兄
妹”的《小武术》为范本，每有所得，融化于实
践，“攀朝天蹬”是《小武术》的一个经典动
作，“抬腿要慢，落脚要快”“扬起两手，快而不
慌”。惟其如此，“掉人”向后“平砸”，这才让人
大感惊险和刺激。
这些“提示”，成了程海宝练习《小武术》，

熟练掌握技巧的“要领”。从学馆毕业后，他登
台演出的节目有《青蛙游戏》《儿童游戏》《浪
木》等。《小武术》是其中一个，长演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