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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細寸期卡马河躯的中国ＸＡ
：生活骑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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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 以上 世纪 5 0 年代至 6 0 年代初 中 苏友好关 系 时期 卡马 河沿岸 中 国 工

人 的工作及 生 活事迹 为 主要 内容 ，根据大量 尚 未 出 版的 文献资料及访谈 资料 ， 全面 讲述 了

中 国 工人来 到 苏联 的 历 史过程 、
工作及 生 活状况 、 文 化适应 、 民族认 同 ， 以及他们 融 入 当 地

社会 的 方法 与 特 点 。

上世纪 5 0 年代到 6 0 年代初是中苏外交关系发展中最为密切的
一

段时期 ，历史上称为
“

中苏友

好
”

时期 。

（1 ）

对于 1 9 4 9 年 1 0 月 1 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来说 ，苏联是
一

个重要的 战略与意识形

态上的合作伙伴 ，与其发展友好关系对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同时

对苏联而言 ，与中 国保持友好关系 ，对维护和提升 自身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也具有重要作用 。

中苏正式的友好关系始于 1 9 5 0 年 2 月 1 4 日 《 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 的签署 ，条约提出双方

共同致力于彼此间的经济发展与合作 。 同年 ，
又签署了关于两 国间 的邮政 、 电报和电话通讯合作 ，

以及在中国播放苏联影片及河流航运事务等一系列补充协议 。

②

在这段时期 ， 苏联 向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业援助 。

③ 援助的项 目 之
一

是在苏联企业培养

年轻的中 国专家 。 从 1 9 5 0 年到 1 9 6 0 年期 间 ， 有 1 1 0 0 0 多名 中国年轻人在苏联接受培训 ， 超过

1 0 0 0 0 名工程师 、技术人员和工人在苏联的工厂 、企业参与生产实践。
④ 莫洛托夫州 ？是当时中国工

人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之
一

，有近 1 0 0 0 名 中国工人在该州 居住 ，其中 6 0 0 名在莫洛托夫市 ，

？
3 0 名 在

别列兹尼基市 。 中 国工人不仅对整个城市的经济与政治产生重要意义 ， 而且他们对 当地文化与社

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 在此之前 ，该地区是
一

个对外国人相对封闭的地区 ，大批中 国人的到访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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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给本刊的原创作品 。 该文得到了俄 罗斯人文科学基金项 目

“

1 9 5 0
—

1 9 6 4 年 中苏友好时期 卡马河地 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
”

（
项 目编号 ：

1 4
－

1 1 
－

5 9 0 0 2
）
的资助 。 作者从 事俄罗斯华人历 史研究 ， 已发表 3 0 多篇论文 ，著有 《 1 9 世纪末一 2 0 世纪初 乌拉尔中部地 区

的华人》
一书 ， 2 0 1 2 年被授予彼尔姆边 区

“

优秀青年学者
”

称号 。 考虑版面问题 ，文中访谈内容不再一一引 著 ， 具体信息如下 ：
1

． 魏喜斌 ，

男
，

1 9 3 3 年生
；斯维特拉娜

？ 彼得洛夫娜 ■ 魏 ， 女 ， 1 9 4 5 年生 ， 魏喜斌的妻子 。
访谈时间 ： 2 0 0 7 年 ， 访谈地点 ：

俄罗斯彼尔姆市 。 2 ． 季 忠

祥 ，男 ， 1 9 3 4 年生
；库兹涅佐娃 ？ 尼娜 ？ 费多洛夫娜 ， 女 ， 1 9 4 9 年生 ， 季忠祥的妻子

；

扎Ｋ洛娃 ？ 娜塔莉亚 ？ 仲夏诺夫娜 ，女 ， 1 ％ 3 年生 ， 季

忠祥的女儿 。 访谈时间 ：
2 0 0 7 年 ，访谈地点 ： 俄罗斯彼尔姆市 。 3 ． 闽宪林 ， 男 ， 1 9 3 5 年生

。
访谈时间 ：

2 0 0 7 年 ，访谈地点 ：俄罗斯彼尔姆

市 。 4 ． 张连登 ， 男 ， 1 9 3 5 年生 。 访谈时间 ：
2 0 0 7 年 ，访谈地点 ：

俄罗斯彼尔姆市 。 5 ． 张喜福 ， 男 ， 1 9 3 5 年生 ；诺莉娜 ？ 柳德米拉 ？ 格里 高

里耶夫娜 ， 女 ， 〗 9 4 0 年生 ， 张喜福 的妻 子 。 访谈时 间 ：
2 0 0 9 年 ， 访谈地点 ： 俄 罗斯彼尔姆市 。

6 ． 张元祥 ，
觅

，
1 9 3 0 年生 。 访谈时 间 ：

2 0 1 2

年 ，访谈地点 ：俄罗斯别列兹尼基市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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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现俄罗斯联邦彼尔姆边疆区 ，
1 9 4 0 年 3 月 8 日

一

1 9 5 7 年 1 0 月 2 日被称为莫洛托夫州 。

——

译者注

⑥ 现俄罗斯彼尔姆边疆Ｅ首府彼尔姆市 ，
1 9 4 0 年 到 1 9 5 7 年被称为莫洛托夫市 。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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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时期卡马河地区的 中国工人 ： 生活与适应问题

期居住对当地社会必然产生不小的影响 。

在俄罗斯 ，
学界对

“

中苏友好
”

这段历史时期 ，
以及在这期间 中 国工人赴苏学习与工作的历史

研究仍显不足 。 目前 ，此类问题仅仅在一些以华人在俄罗斯的历史为主题的专著和文章中有所体

现 。
？ 但是 ，近些年才发表的这些论著未能全面揭示出 中国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 。 因此 ，我们希

望依靠大量的历史档案和访谈资料 ， 能够全面揭示上世纪 5 0 年代到 6 0 年中期卡马河地区中 国工

人的生活及工作状况 ，
他们的社会适应与文化适应 ，

以及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等问题 。

关于这段历史 时期最 主要的 及
一

些 尚 未公开 的 文献资料都保存在俄 罗 斯 国 家档案馆

（ ＴＡＰＯ ）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 ｐｒＡ 3 ） 、彼尔姆边疆区 国家档案馆 （ ｒＡｎＫ ） 、别列兹尼基市档案

管理处 、别列兹尼基市历史艺术博物馆 （ ＢＭＸＭ ） 。 这些资料中包括中 国工人赴苏联的文件 ，还有

莫洛托夫建设总局向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 （ＭＣｉｉＨｎ
） 所作的关于 中 国工人的工作报告 ，

以及中 国

工人在莫洛托夫市和别列兹尼基市 的其他方面的资料 。

文献资料还包括
一

些报纸 ， 如 《星报 》 （ 《 3 Ｂ ｅ 3ｆｌａ》 ） 、 《别列兹尼基工人报》 （ 《 Ｂ ｅｐｅ 3 ＨＨＫＯＢＣＫＨｉｔ

ｐ
ａ 6ｏＨＨｉｉ ？ ） 、 《乌拉尔建设报 》 （ 《 ｙｐａｊｉＢＣＫａＨＣＴｐ

ｏｔｅａ
》 ） 等 。 此外 ， 《赫鲁晓夫回忆录 》

1 2 1

也是研究这
一

历史时期非常重要的资料 ，因为上世纪 5 0 年初期他是中苏友好合作及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

除了书面资料 ，在卡马河地区工作过 的 中 国工人魏喜斌 、 张喜福 、闽宪林 、张连登 、张元祥 （ 音

译 ）及他们的家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 口 述资料 。 这些资料可以使我们深人地 了解中苏友好的历

史
，
中苏关系快速发展及终止的原因 ，

以及
一些未披露的历史事实和真相 。 5 0 年代初期

，
苏联做出

让中国人来苏联工作的决定 。 对这
一

事件 ，赫鲁晓夫在 回忆录中写道 ：

“

在那里 （ 中 国 ） 有很多失业

者 ， 我们想吸引
一

些 中 国工人来我国开发西伯利亚东部的资源 。

”③
1 9 5 5 年 4 月 2 6 日 ， 中苏经过两

年谈判 ，苏联部长委员会通过了第 8 1 6一 8 8 号
“

关于招收中 国工人来苏联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劳

动培训
”

的决议 。

？ 按照这项决议及在其基础上签署的一系列协议 ， 中国工人将参与苏联城市工业

设施的建设 。

招收中 国工人及其派遣工作是 由苏联部长委员会下属 的劳动储备管理总局负责 ，为此 ，该部 门

专门设立了中国工人招聘局 。 同时 ，在莫斯科和北京分别设立了 中苏委员会 ，负责中 国工人的招

募 、组织过境和安置工作 。

1 9 5 5 年 4 月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向苏联提出接收中 国工人赴莫洛托夫州 大型国有企

业 ［莫洛托夫工程总局 、 哈萨克石油工程总局 、塔伊马兹石油工程总局 、阿尔梅季耶夫斯克石油工

程总局及第二大型国有企业 （ 别列兹尼基市 ） 、
东方石油工程总局等 ］ 工作的请求 ，并在 以后的计

划中逐渐增加工人数量 。
⑤

在莫洛托夫市中国人被安排在
一个名 叫

“

巴拉托沃
”

的村子里 （ 现为彼尔姆市的现代工业区 ） ，

当时 ，那里是劳改中心囚犯居住的地方 。 苏联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当时决定疏散这些
“

特殊人

员
”

，为 中国工人故善居住条件 。 在莫洛托夫工程总局关于接收 中 国工人的筹备工作文件中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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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记录 ：截至 4 月 1 日 ，

“

特殊人员
”

（ 3 月计划转移 3 4 0 0 名
“

特殊人员
”

） 已被疏散 ， 为中国工人预

留实际住所 5 2 0 0 个 。
？ 1 9 5 5 年春莫洛托夫市已做好接收中 国工人的各项准备工作 。

中国工人在访谈中谈起 ，
去苏联工作要经过层层选拔 ，过程十分严格 。 既要考虑参选者的健

康 、出身 、教育程度 ，还要考虑是否参过军 ，是否为党员 和汉语水平等条件 。

“

先要体检 ，然后考察家庭成分和家人的职业
”
——中 国工人张连登回忆道——

“

我父亲是共

产党员 ，在农村工作 ，
从家庭出 身来讲 ，

我非常符合要求
”

。 别列兹尼基市第二国有企业 中 国工人

张元祥说 ， 党员和军人身份对他的人选帮助很大。 据张喜福所讲 ，

6 0 0 0 名 山东志愿者中 ，最终只有

3 0 0 名人选 。

中国工人乘坐火车前往苏联 。 魏喜斌是 1 9 5 5 年到达莫洛托夫市的 ，他还记得去苏联路上的经

过 。 上千人被安置在几个车厢里 ，

一

连走了好几天才抵达 目 的地 。

“

在车厢里我们几乎没躺过 ，实

在太累了就轮流躺
一

会儿 。 车厢里没有垫子 ，什么也没有 ， 只能躺在几块板子上轮流休息 。 走 了大

概 1 5 天左右 ， 中间停了很多站 。 到一些大站的时候我们才能下车吃点儿饭 ， 在车厢里只能吃
一些

罐头食品 ，什么西葫芦罐头 、菜豆罐头啊 ， 只有罐头食物 。

”

张喜福也是其 中一名工人 ，他说 ，在去苏

联的火车上 ， 因为他个头小 ，所以被安置到锅炉房睡觉 ，车厢里根本没有躺着的地方 。

接受我们访谈的 中国人都谈到来苏联
一

路的艰苦 ，但是没有
一

个人对此抱怨 ， 因为他们心中对

苏联充满了幻想和憧憬 ，强烈的赴苏愿望冲淡了
一路的辛苦 。 闽宪林上中学时了解了一些关于苏

联的事儿 。 他回忆道 ：

“

我们老师说 ，苏联是
‘

老大哥
’

，那儿和我们这儿不一样 。 我很惊讶 ，
问他 ：

‘

有什么不
一

样 ？

’

老师说 ，苏联
‘

老大哥
’

的商店里没有售货员 。 我又问 ：

‘

没有售货员 怎么行啊？

人们去商店买东西 ，要结账的啊 ？

’

老师解释说 ， 苏联
‘

老大哥
’

非常诚实 ，商品上标着价格 ，
人们主

动把钱放到付款台 ， 自 己按价钱取走找头 ，
然后离开商店 。 我又问 ：

‘

如果人们少给钱 ，
多拿了找头

怎么办啊 ？

’

老师说 ，苏联
‘

老大哥
’

可不像我们这儿的人 ，很多人不太诚实 。 对苏联 的这
一

印象
一

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

”

在苏联培训期间闽宪林
一

直戴着象征中苏友谊的徽章 。 至今 ， 他还清楚地记

得选择来苏联的过程 ：

“

 1 9 5 2 年我中学毕业 ，

1 9 5 3 年去当兵
……

1 9 5 6 年从部队复员 。 当时听消息

说 ，有谁愿意去苏联帮助
‘

老大哥
’

建设共产主义 ，我想 ：这太好了！

“

张连登也记得 ， 当时很多人都愿意去苏联 ：

“

当时 ，大家心里都把苏联当做了
‘

老大哥
’

，
年轻人

都愿意去
”

。 张喜福去苏联之前刚满 1 8 周 岁 ，和许多其他年轻人
一

样 ，他放弃了 当兵的念头
一心想

去苏联 。 他说 ， 当时他听到关于苏联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 在那个年代 ， 中 国人的生活很贫困 ， 去苏

联
“

老大哥
”

那里建设共产主义是所有人的梦想 。 他还说 ，
自 己 5 岁 以前都不知道干粮是什么样

儿
，
到了苏联之后他才知道吃饱的感觉 。

1 9 5 5 年 7 月 2 1 日
，第
一批中国人抵达莫洛托夫市 ，共 3 0 2 人 。

②
1 9 5 6 年 9 月 5 日 ，第二批 3 0 0

人抵达 。

③ 别列兹尼基市的中国人于 1 9 5 6 年 3 月 到达 。
？ 到达莫洛托夫市后 ，

中 国人被安置在位

于石油工人路的楼房里 。 后来 ，建设冈査洛夫路时 ，为中国人专门盖了
一座大房子。 巴拉托沃村的

居民把它叫做
“

中 国之家
”

或
“

中 国宿舍
”

。

“

我们那儿曾有
一

座中国人住 的房子 ， 叫
‘

中 国之家
’

，

还有一个中国面包铺 ，
我以前上学时经常去那儿。

”

扎瓦洛娃 ？ 娜塔莉亚这样回忆道 。 在别列兹尼

基市 ，
中国人 自 己盖了住房 ，

位于卡尔 ？ 马克思大街 4 8 号
，
大部分人都居住在这里 。 当地人把它叫

做
“

中 国之家
”

或
“

上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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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时期卡马河地区的 中国工人 ：
生活与适应 问题

有关当时中 国人社会人 口方面的资料非常少 。 通过
一

些资料得知 ，抵达这里的中 国人都很年

轻 。 比如 ，第二批抵达莫洛托夫市的中国人的年龄 ：
1 8
—

2 5 岁有 3 6 0 人 ；
2 5
—

3 0 岁有 1 6 5 人 ；
3 0 岁

以上有 7 5 人 。
？“

我们都是年轻人 ，最小的只有 1 8 岁 ，大多 2 2
—

2 3 岁 ，
3 0 岁往上的很少。

”

魏喜斌回

忆道 。 过了几年 ，
卡马河地区中国人的数量有所增长 。 至 1 9 5 9 年

，
彼尔姆州共有 1 0 1 0 名 中国人 ，

差不多 占全苏中 国人总数的 5
．

3 ％ ｏ

？

在社会保险 、退休保障 、医疗服务 、文化服务 、休假及工资保障等方面 ， 所有来苏的 中国工人都

能得到与苏联企业及建设单位工人同等的各项法律法规的保护 。
③

每
一

位工人与接收企业都签订了
一

份合同 。 合同用中 、俄两种文字 ， 合同期不少于 3 年 ，还可

以延期 。 大部分工人被派到建筑工地工作 。 根据苏联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的报告 ，
刚到苏联时 ， 中

国工人很难适应 。 1 9 5 5 年关于中 国工人 的工作报告中记载 ：

“

最初一段时间中国工人都有这样的

想法 ：坚持三年 ，早点回 国 。 因此 ，他们对待工作不太负 责 。

” ④张喜福记得 ，最初因为工作繁重 ，再

加上气候不适 ，很多人经常哭 ，想回家 。 苏联方面也尽量为 中国工人创造
一

切条件 ， 帮助他们尽快

适应新的环境 。

苏联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直属莫洛托夫建设局领导 1 9 5 6 年 1 0 月 2 0 日作出
“

关于对新一批中

国工人进行生产技能培训
”

的指示中提到 ：

“

必需对中国工人进行生产技能培训
”

。
⑤ 中国工人被分

成若干个工作队 ’每个队都指派
一

名掌握先进生产经验的教员 。 头三年各个工作队的 队员都是中

国人 ，后来 ，在第二期合同执行时就把他们拆散 ，分到不同 的工作队去 了 。

？
当地政府对中国工人

的饮食也非常重视 ，通过文献资料我们了解到 ， 中国工人刚来的头两个月 ，第一组的工人被安排在

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第五食堂就餐 ，
为他们专门布置了

一

个餐厅 ，
为他们做可 口 的家乡菜 。 1 9 5 5 年

年末 ，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的领导还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了一封信 ，请他们从中国为这里的工人带

来花生 、咸菜 、醋 、菜豆 、西红柿等食品，

当时 ， 中国工人的工资及物质待遇能达到当地企业工人的 中等收人水平 。 关于这一点 ，接受我

们访谈的工人家属都说 ，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与其他人家并没有太大差别 。

到第一年的年终 ， 中国工人的劳动技能和职业素质都得到较大提高 。 通过苏联石油工业企业

建设部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的工作总结等资料我们了解到 ，来苏联后的
一

年半的时间内 ， 中国工人工

作队的生产率平均提高了 1 ． 5 

—

2 倍 。 比如 ，王义章 （ 音译 ） 所在的瓦工队 ，从 1 9 5 6 年 1 月 到当年 8

月 ，其生产率就从 8 7 ％提高到 1 7 7 ％ 。

？
当地报纸也不止

一次地报道中国工人掌握三种甚至三种以

上劳动技能
，
以及他们在工作队中 的突 出表现和发挥的重要作用等情况 。 以梁义 （ 音译 ） 和 Ｈ ？

Ｈ
？

古登门科为队长组成的
“

中苏共产主义工作队
”

更是广受赞誉 。
？ 特别是为 了迎接一些重大的

节 日或纪念 日
， 中 国工人与苏联工人

一样 ，加班加点完成大量建设工作任务 。
⑩ 别列兹尼基市的工

人张元祥通过三年努力 ，获得了推土机手 、司机和焊接工三项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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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建设报》 曾刊载
一

篇文章 ，作者描述了他眼 中 中国工人
一

天的工作场景 ：

“

无论刮风下

雨 ，
中 国工人都

一

如既往地坚守着 自 己 的工作岗位 ，他们身上充满了共产党员所具有的饱满热

情……他们从不抱怨劳动的艰苦 ，从不拒绝任何交给的工作 。

”

几位中 国工人在接受我们访谈时也提及 ， 当时 ，他们 比当地苏联工人的干劲还要高 。

“

人们都

夸我们 中国工人干活好 。

”
——魏喜斌 回忆道 ， 他 当时是

一

名 拖拉机手——
“

那时 ，
我什么活儿都

干 。 哪儿有累活儿 ，就把我们派到哪儿 。 我们不停地工作 ，两班倒 。 每个队分成两个小组 ，轮班干

活 ，甚至半夜也不休息 。

”

张喜福也记得 ， 当时连睡觉的时间都不足 ，早上 7 点上工 ， 晚上 1 1 点才能

回到宿舍休息 。 在中苏友好时期举办的各类社会主义竞赛中 ，
共有 4 3 名 中 国工人获得奖章 。

？

中 国工人参与了莫洛托夫市许多大型项 目 的建设工作 ，
如第六热电厂 、石油加工厂厂房 、和平

大道
，
还有卡査洛夫大街几座楼房的建设 。

② 而在别列兹尼基市中 国工人几乎参与 了 2 0 世纪后期

当地所有工业项 目的建设 ，其中最大的项 目是新花园工厂和新镁工厂 。

从整体上来说 ， 中 国工人对 当地建设的贡献较之所具有的经济意义 ，其所包含的政治色彩更为

浓烈一些 。

在这段历史时期 ， 中 国工人在适应方面遇到 的最大的
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障碍 。 据资料记载 ，

1 9 5 5 年来苏联的那批人完全不懂俄语 。 1 9 5 7 年 的 《乌拉尔建设报》 中 刊登 ：

“

最初 ， 实习生们在各

方面并不顺利 。 由于掌握专业技能需要俄语知识 ，所 以 ，他们要
一边工作 ，

一边学俄语 。

” ？该报也

报道过中 国工人的说法 ：

“

在工作 中我们无法和苏联工人交流 ，
弄不明 白该怎么做 ， 都是因为我们

不会俄语造成的 。

”④

1 9 5 6 年开始对中 国工人进行扫盲 。 1 9 5 6 年莫洛托夫工程总局领导给部长的报告里写道 ：

“

目

前 ，去年来的中 国工人正在成人学校学习俄语 。

”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
企业领导请求增派 1 

一

2 名

翻译 ，并为 中 国工人邮寄
一

批汉语技术书籍 、汉语影片和 中国乐器 。

在 1 9 5 6 年的
“

关于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直属建设局中 国工人生产及生活状况
”

资料中记载 ：

“

由

于培训过程中缺少专业教材和 翻译人员 ， 使得 中 国工人在技术学习方面困难重重
”

。
⑥ 中 国工人

说 ，他们刚来的时候几乎一句俄语也不会 。

“
一

开始非常难。

”

魏喜斌 回忆道 ：

“

不知道哪
一

种工具

怎么说 ，

一直用手 比划 。 大家经常问 ：

‘

这个怎么说 ？ 这个怎 么说？

’

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

“

据张元祥

的回忆 ，
由于不懂语言和缺乏培训 ，

一

开始工作对他来讲非常难 。

为 了便于在工作中沟通和交流 ，根据中文名 字的发音给每位中 国工人们起 了俄文名字 。 1 9 5 8

年《乌拉尔建设报 》曾刊登 ：

“

除了 自 己 的中文名 字 ， 每
一名 中 国工人还有一个俄文名字 ， 比如 ：尤

拉 、廖尼亚 、萨沙 、米沙 、郭力亚等 。

” ⑦闽宪林在讲到 自 己的俄语名字时说 ：

“

他们问我 ：

‘

你叫什么 ？

’

我说 ，不知道怎么说 。

‘

那用俄语怎么说 ？

’

我也不知道 。

‘

那就叫你米沙吧 。

’ ”

从那以后 ， 这个俄文

名字就伴随闽宪林的一生 。

中 国工人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就克服了语言障碍 。 到 6 0 年代初 ，他们的俄语已 经
“

说得很不错

了
”

。
？但是 ，据

一

些 中国人回忆
，
会写俄语的人并不多 ，他们 中的许多人甚至连汉字都不会写 。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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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时期卡马河地区的中 国工人 ：生活与适应 问题

喜斌说 ，他在中 国几乎没学什么就来苏联了 。 来苏联后 ，他才慢慢学会了说俄语 。

“

我
一

直也没学

会写俄语 ，
以前还会写

一

些汉字 ，现在全都忘记了 。 我 曾给家里写过信 ，现在什么也不会写了 。

”

闽

宪林说 。

关于中 国工人的 日 常生活情况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记载 。 接收企业对中 国工人的工作热情和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 ，也指出 了
一

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和个人卫生 问题。

“

中 国工人来到之后 ，

许多人患了沙眼 、结核病 ，几乎 1 0 0％ 的人得了肠虫病 。

”

 1 9 5 5 年莫洛托夫工程总局
“

关于中国工人

生产工作年度报告
”

中记载了这方面信息 。

？ 而在该年度
“

关于莫洛托夫 中 国工人生活条件
”

的报

告 中记载 ：

“

工人们的房间卫生状况非常差 ，脏内衣和上衣都挂在床垫子下面的铁丝网上……工作

服挂在房门 口走廊上
……餐具散乱地堆放在厨房的架子上 。

”
＠
还记录了 

一

些工人不遵守宿舍管理

规定的事件 。

③ 中 国工人在苏联工作的整个过程中 ，这些现象都被记录 了下来 。

对中 国工人来说 ，
另一个较为 突出 的问题就是饮食 。 他们抵达苏联之后就 自 己做饭 。

“

商店

里有卖中国人喜欢的食品 ， 品种很多 ，但我们更愿意在宿舍做饭。

”

魏喜斌讲道 。

中餐也受到周 围俄罗斯人的喜爱 ，他们对中餐很好奇 ，而且中餐食品也很特别 。

“

我父亲经常

在家做中国菜 。 我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 ，有
一

次 ，有 4 0 多个人来我家做客 ，他们都想尝尝我爸爸

做的中国菜 。

”
——季忠祥 （音译 ） 的女儿扎瓦洛娃

？ 娜塔莉亚回忆道——
“

我喜欢看他做饭 ，
翻来

翻去的 。 有土豆 、 肉馅 ，还有 白蘑菇 、黑蘑菇等等 。

”

柳德米拉
？ 诺莉娜也讲起 ， 她丈夫经常下厨 ，做

一

些对苏联人来说非常独特 的饭菜 ， 比如萝 卜 炖猪肉 、糖醋肘子 、 肉 炒瓜皮 （ ａｐ
6
ｙ 3ＨＭ ｅｋｏｐ

ｋｈｃ

ＭＨＣＯＭ） 等 。 她说 ，亲朋好友非常喜欢吃 。

后来 ，许多 中国工人逐渐适应了 当地的饮食习惯 。 闽宪林对我们讲 ，后来他 回过中 国 ，他父母

看到他吃生鱼 （ 咸鱼 ） 时惊讶得不得 了 。 他父母 问 ：

“

怎么能吃生鱼呢 ？

”

他说 ：

“

不是生鱼 ， 是咸

鱼 。

”

父母又问 ：

“

又没煮 ， 又没炸 ，怎么不生呢 ？

”

他们从来没听说过俄罗斯的腌肉 。 据这些中 国工

人的妻子 回忆 ，他们的爱人很喜欢做饭 ，特别是过节的时候 ，都要亲 自 下厨 。 柳德米拉 ？ 诺莉娜还

记得他爱人怎么做中 国抻面 。 季忠祥的女儿扎瓦洛娃 ？ 娜塔莉亚说 ：

“

我特别喜欢看我父亲做面

条 ，抻来抻去 ，再配上土豆 、 肉和蘑菇什么 的 ，
大家都喜欢吃 。

“ ？所有接受访谈的 中 国工人的妻子们

都说 ，那个时候做饭都是女人的事儿 ，男人抢着做饭感觉很奇怪 。

中国人积极融人当地社会和文化生活 。 莫洛托夫工程总局 1 9 5 6 年工作报告 中记载 ：

“

中 国人

经常去巴拉托沃村的俱乐部 ，在那儿看俄罗斯电影和话剧 ，他们还学会了跳舞 。 在俱乐部里经常见

到与 中国工人跳舞的俄罗斯姑娘 。 他们待人非常有礼 ，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 工作
一

年后每个

人都买了西装 、外套 、手表 ， 有些人还买 了 自 行车 和其他
一

些东西 。 他们生活很节俭 ， 不喝酒 ，

6 0 ％

—

7 0 ％ 的人都不吸烟 。

” ？
据其他资料记载 ，有 4 0 名 中 国工人参加了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的合唱

团 ，
2 5 人参加 了舞蹈团 ，

1 8 人参加了杂技团 ，
1 3 人参加了民族舞蹈团 。 他们还经常 自 己组织

一

些

体育活动 。 莫洛托夫工程总局关于中 国工人生活服务方面的
一

份资料记载 ：

“

夏季有 1 2 0 人参加篮

球队 ，
3 1 人参加排球队 ，

8 8 人参加 田径队 ； 冬季他们积极参加滑雪 、滑冰等项 目 的活动 。

”？在当地

俱乐部里 ， 中 国人经常表演中国传统戏剧 、演奏民族乐器等 。 1 9 6 1 年在州艺术节上 ， 中 国工人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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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了 中 国民间筷子舞，

1 9 5 7 年 5 月 3 日在别列兹尼基市电力工人文化宫举办了一场 中 国青年晚会。 晚会上中国工

人表演了合唱 、京剧 、舞蹈 ，还播放了影片 。
？ 由 中 国工人组成的

“

国企 1 号
”

篮球队特别有名 在

莫洛托夫工程总局工作过的 中 国工人回忆 ，他们庆祝所有的民族节 日
， 包括传统节 日和

一

些新节

日
，如春节 、 中秋节 、八

一建军节 、 国庆节等 。 魏喜斌讲 ：

“

我们组织晚会 ，穿上民族服装 ， 演奏民族

乐器 。 我们的领导也亲 自表演乐器演奏 。

”

中国工人的子女们对节 日有很深的记忆 。

“

我有
一

张照

片——扎瓦洛娃
？ 娜塔莉亚说——过节时 ， 中 国人踩髙跷游行 ，这样的庆祝方式对俄罗斯人来说太

特别了 ，但是他们 以此来表达 自 己兴奋和愉快的心情 。

” ④
中 国工人在当地也能够充分享受本民族

的文化生活 。 在节 日 里 ， 中国元素的文化形式也引起当地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中 国工人还积极与 当地人沟通和交流 ，几年 以后 ，他们中 的一些人就结婚了 。 1 9 5 7 年 1 2 月 3 0

日在巴拉托沃村中心俱乐部为 5 对新人举办了婚礼 。 新人是发动机工刘旺德 （ 音译 ） ， 朝鲜战争英

雄 ，退伍军人 ，与来 自索契的共青团员塔吉施娜 ？ 维尔什尼娜 ；
混凝土工杨继文 （ 音译 ） 与女工娜捷

日塔 ？ 顿科诺 ；木工王继明 （音译 ） 与女工安娜
？ 谢多娃 ；混凝土工刘雪峰 （音译 ） 与女木工玛尔塔

？

库尔加诺娃 ；车工高超 （音译 ） 与汽修厂女焊工尼娜
？ 科仁娜 。 按照 中国传统 ，新婚夫妇在胸前

扎一朵红色的牡丹花丝带 。

“

他们的婚姻是中俄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与 日俱增 的最好证明 。

” ？扎

瓦洛娃
？ 娜塔莉亚说 ，考虑到跨国婚姻的特殊性 ，专 门为中 国工人的妻子们开办了中文学习班 。

“

课堂上不仅教她们汉语 ，还专 门为她们讲一些生理学知识 。 这是为什么 呢 ？ 因为 中 国人都瘦瘦

的 、小小的 。 这是我妈妈给我讲的 。

” ⑥
《星报》 和 《乌拉尔建设报》还专门针对这种婚姻家庭的孩子

撰写了文章 。

⑦
在莫洛托夫工程总局直属学校专门为这些家庭的孩子们开办了教他们学俄语和汉

语的班级。
？

在别列兹尼基市 ，
最先结婚的是张元祥 （ 音译 ） 和他的同行张传修 （音译 ） 。 别列兹尼基市第二

国有企业领导以及所有中 国工人出席了这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婚礼 。
？ 新婚夫妇结婚后就获得

了住房 。 在别列兹尼基市 ，
1 0 年中共组建了

2 0 多个中俄婚姻家庭 。

关于中 国工人和当地人之间关系的问题 ，从工程单位向部里呈交的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 ，

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之间从没发生过直接的冲突 。 原因之
一

是 ，
中国是苏联对外政策上的盟国 ；原因

之二是 ，上级指示莫洛托夫工程总局 ，要保证中国工人最大的工作量 。 正因如此 ， 中 国工人赢得较

高的社会声誉并获得当地居民的尊重 。 有这样
一

件事 ：有
一

次 ， 由 于人事科统计失误 ， 由 中 国人周

峰 （音译 ） 带领的抹灰工作队没领到全额工资 。 这件事引起领导高度重视 ，
经过查实 ， 很快就补发

给 中国工人们工资 。 中 国工人在工作期 间一共递交了 
4 份投诉信 ，投诉的事情很快得到解决 （ 比如

作业面防护措施不到位 ，生活条件需要改善 ， 以及增加工资等问题 ） ｏ
？

但是 ，与此同时也有
一些负面事件发生 。

一

年之后 ，
2 名 中 国工人张国军 （音译 ） 和王 臣 （音

译 ） 从莫洛托夫市被遣返回国 。 苏联相关部门 给中 国东北边境机关发去
一

封密函 ，请他们派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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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时期卡马河地区的中 国工人 ：
生活与适应问题

来接收这两名 中国工人并将他们投诉到河北省人民法院 。
？

1 9 5 6 年 2 月 1 6 日莫洛托夫工程总局领导在给部领导的信中对遣返中国工人一事作了如下说明 ：

张 国军 为人不诚 实 ，在 中 国 工人会议上两 次对其进行 了批评……我们也采取一些方

法对其进行教育 ，
但他并没有改正缺点 ，

对待工作很不 负责
…
…他还破坏对 中 国工人提 出

的各项纪律和要求 。 他不服从工作队队长和工程主任的安排 ， 甚至对主管领导的调遣也

拒不服从 ，
也包括对时任莫洛托夫工程总局 副局长 、 中 国 工人领队孙 同 志吩咐的 事情置若

罔 闻 。

②

信中对中国工人王臣的情况陈述如下 ：

他的不 当 言行 引起 苏联人的反感 。 1 9 5 5 年 1 2 月 9 日 他住院期 间
，
据他所说 ，

因 为 医

生没有及时回应他的 呼叫 便身 穿病服擅 自 离 斤 医院 。

③

除此之外 ，还发生其他
一些小事 。 有

一

次 ， 中国工人党国忠 （ 音译 ） 把
一

名联合机手给打伤了 。

还有
一次

，几名 中国工人没买票就偷偷溜进了 电影院 。
④

以上事件毕竟只是个例 ，整体上说 ， 中 国工人在苏联期间的感受还是很愉快的 ，
这种情况在全

国都是 比较典型的 。

⑤ 这种关系也是中苏亲密的外交关系的结果 。 文献资料记载 ，
6 0 年代初之后 ，

两 国关系出现危机 ，形势急转直下 。 5 0 年代 ，在
一

些州级报刊和其他
一

些 刊物上经常报道关于中

国工人的信息 ，
在中国的国庆节时还 出版特刊表示祝贺 。 但是 ，

Ｉ 9 6 0 年之后关注中国人的刊物数

量急剧减少 ，在中国国庆节时也只是刊发官方性的贺词 。 另外 ，
1 9 6 3 年《乌拉尔建设报 》发表了题

为 《不应在友谊之间设置障碍》 的文章 。 文章作者说 ，有
一

名 叫热尼亚的中 国工人 ，
在 回 国休假后

将一本反对苏联的书籍带了 回来 。 该文作者指责中 国政府和中 国工人背叛苏联 ， 反对苏联的意识

形态，

1 9 6 3 年夏天 ，大多数中国工人返回 了祖国 ，具体日期已无从考察 ，但最后一次返乡 日期在 1 9 6 3

年 1 0 月 的当地报纸上有记载 ＾＾对中 国工人的返乡 ， 官方的说法是第二个三年合 同到期 。 中国人

自 己也这么说 ，虽然他们也承认 ，
主要原因是中苏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化状态 。 在彼尔姆 ，

大约 5 0 个

有 了家庭和孩子的 中国工人 留 了下来 ，有些家庭因为中 国工人回 国而解散 。 张喜福记得 ，其中有一

个中国工人就被迫离开巳经组建的家庭 。 在火车站他逃出 车厢 ，在熟人那儿躲了
一

段时间 ，后来 回

到家人身边 。 这件事儿被公开后 ，允许他留在了苏联 。 从 1％ 4 年开始 ， 地方报刊就不再报道关于

中 国人的消息了 。

“

谁留 了下来 ，谁结婚了这些事再也不报道了 ，那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文化大革命

了 。

”

闽宪林说。 他还提到 ，中 国工人要得到配偶 的同意才能离开家庭返 回中国 。

留下来的中国工人逐渐融入了 当地社会 。 专门研究苏联华人史的俄罗斯学者 Ｂ
？

 5 1 
？ 波尔恰

科夫研究得知 ，
1 9 6 6 年之后来到苏联的中 国人 ，逗留时间都没超过 1 5 年 。

⑧
留 在彼尔姆的 中国人

用
一

生的命运展示他们在异国他乡 生存与适应的过程 。 几乎所有留下来的人都留在原单位工作 ，

有些人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还继续工作 。 他们都有了子孙后代 ，他们的子女虽然具有中 国人的体质

特征
，
比如单眼皮和黑头发 ，但他们的 民族认同却是俄罗斯人 。 扎瓦洛娃

？ 娜塔莉亚说 ，她父亲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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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她学汉语 ，
可是她 自 己不想学 。

？
中国工人之间尽量保持着联系 。 斯维特拉娜 ？ 魏 回忆到 ，

她丈

夫经常与同胞见面 ，特别是与 自 己 同县的老乡 。 但是这段时间他们和祖国的联系基本中断 ，也没有

机会回国 。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他们当中没有
一个人加人苏联或是俄罗斯国籍 ，这给许多人在办理

各类证件时造成很多麻烦 ，而且他们 自愿放弃
一

切福利和待遇 。 据他们的亲属 回忆 ，有人曾劝这些

留下来的中 国工人人党 ，这样的话就可以公开批判中国政府 。

“

很多人被说服了 ，但是我父亲拒绝

了 。 他说 ：

‘

我不反对你们 ，但我也不会反对 自 己 的祖国 。

’

他一直没有国籍 。

”

扎瓦洛娃 ？ 娜塔莉亚

在采访中说道

2 0 世纪 9 0 年代 ， 当 中 国 与俄罗斯又重新走到
一

起 ，在彼尔姆 的中 国人终于获得 了 回 国的机

会。 他们几个家庭组织起来
一

起回到祖国 ，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 。 他们还与那些在 1 9 6 3 年离开苏

联的老工友们见了面。 扎瓦洛娃
？ 娜塔莉亚讲道 ，那时离开苏联的人 ，

在苏联学到 了扎实的工作技

能并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在中 国得到了重用 。

“

那些离开苏联回 中 国 的人 ，在工作 岗位上都升职

了 。 我和我父亲去中 国 时 ，
看到他们在单位从事的工作都不是一般 的 ，他们的 职称都不低于工

程师 。

”③

上世纪 5 0 年代 ， 中 国工人在苏联工作和生活这段历史时期 ， 目前还没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 。

从一个经历了贫困和连年战争蹂躏的国家 （ 中 国 ）来到
一

个
“

封闭的
”

苏维埃社会 ，这些中 国工人受

到 了苏联人民热情的接待 ，这种热情甚至超越了
“

友好
”

关系 的框架 。 而这些中国人在保有 自 己的

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的同时 ，逐渐适应并接受了当地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 。 他们在工作中 、生活

中 ，
以及在与人交往中展现了 中 国文化与 中国人特有的方式 ，也因此影响和感染着身边的人们 。

有一种观点认为 ：在与 中 国人通婚的家庭中 ，
培养出 的孩子是

“

中 国化
”

的 。 但事实表明 ，
这些

中 国工人的孩子们到第二代就完全
“

俄化
”

了 ，在他们身上仅仅留下中 国人的外貌和体质特征 。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了解到 ，在
“

中苏友好
”

关系的大背景下 ， 中 国人在另
一

个民族文化环境

中适应生活的路径与模式 。 如今 ， 中国移 民遍布世界多个国家 ，移民引起的诸多问题也越来越引 起

人们的重视 。 我们所提供的这段历史为研究中国移民的 民族认 同提供了很好的实证资料 ， 同时也

能帮助我们对其后代 ，即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对 自 己 出身的看法有进
一步的了解 ，也为我们制定相

关的政策法规来帮助 中国移民适应并融人当地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ｍａｎｙｕｎｐｕｂｌ ｉｓｈｅｄ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ｉ 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ｉ ｅｓｔｏ

ｇｉｖｅａｆｕｌ ｌａｃｃｏｕｎ ｔ

ｏｆ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ｈｏｃａｍｅｔｏｔｈｅＭｏｌｏ ｔｏｖ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1 9 5 0 －  6 0 ｓ
，

ｔｈｅｈ 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ｎｄｌｉｖｉ ｎｇｃｏｎ
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ｉｒ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ａｄａｐ
ｔａｔ ｉｏｎ

，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ｙ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 ｅｒｉ 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 ｉｒ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ｓｏｃ ｉ ｅｔｙ ．

（ 臧颖 ，助理研 究 员 ， 哈 尔 滨 市社会科学 院 ， 哈 尔滨 ，
1 5 0 0 1 0 ）

〔 责任编辑 ：
吴家 多 包胜利 〕

① ② ③ 扎瓦洛娃 ？ 娜塔莉亚 ＿ 仲夏诺夫娜 ，
库兹涅佐娃 ？ 尼娜 ？ 费多洛夫娜 ，

2 0 0 7 年访谈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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