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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乌克兰国内局势的升

级，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 25

日凌晨发布《关于请拟自乌克

兰撤离中国公民进行登记的

紧急通知》。不少滞留在乌克

兰的留学生、华人在社交平

台表示，已登记好名单，收拾好

行李随时准备回家。孙光没有

登记。

他坦言，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他一直没回过国，此次撤侨是一

次“奢侈”的回国机会。但第一次

登记人员只针对持有中国护照

或旅行证、香港特区护照、澳门

特区护照、台胞证或国内身份证

的在乌华人，孙光的妻子孩子都

不符合要求。

“能回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

难得，我们凭一己之力几乎是回

不去的，可是像我们家情况我是

回不去的。”孙光语带哭腔，“我

不可能将自己的五个孩子、妻子

以及妻子的父母撇下，一个人回

去。”

自 2002 年来到乌克兰留学，

孙光在这片土地上成家立业，20

年的时间，基辅早已成为了他的

第二故乡。

曲波同样如此。1993 年，他

受吉林省教委的委派，来到敖德

萨国立大学求学，专攻法律。毕

业后，他选择留在这座城市发

展。近 30 年的时间，他做过翻译、

开过出租车、当过厨师，后又娶

了乌克兰妻子，有了三个女儿，

“已经是一个地道的乌克兰家

庭”。

曲波介绍，他的妻子和小女

儿正在波兰读书，两个大女儿在

北京上学，家里只有他和丈母

娘，“每天都有和她们在通电话，

但现在很难决定，是去波兰，还

是回国，或者继续留守在这里。”

据他透露，现在选择离开的多是

留学生，或者是来乌克兰工作的

央企国企人员。

亲缘因素之外，曲波表示，敖

德萨有大约 2000 多名华人华侨，

许多都是从事贸易经商活动。此

次受战乱影响，一旦选择撤侨离

开，不少华商都担忧货物丢失和

存储问题。

王淑龙告诉媒体，他已经找

了四个中国朋友轮流看守自己

的仓库，还请了安保公司的人来

值守，加上仓库原有的保安，已

经有三批人看着仓库。

“除了在仓库里的，还有些货

物在运输路上，相当于很多华商

的身家性命都在乌克兰这里放

着，多的价值几千万，少的也有

几百万，如果人走了的话，货物

该怎么处理成最大的问题。”曲

波表示，有很多华商打算留下

来，看局势能不能尽快稳定，“他

们没办法，现实情况也不允许

走。”

孙光直言，现在他已经将财

产安全放在一边，货物能不能卖

出去也不在意，最重要的是保证

全家人的生命安全。“现在最担

忧的是在基辅城区里作战。如果

真的发生巷战，这座城市也就完

了。”

27 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爆发

激烈巷战，军队当街给愿意参战

的民众分发武器，乌克兰国防部

呼吁民众自制汽油瓶与俄罗斯

军队对抗……

一名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

录制视频说，目前乌克兰形势严

峻，军用飞机从头上呼啸而过，

公交站和地铁站到处是持枪的

乌军。部分乌克兰民众情绪激

动，她在去超市购买物资的途

中，遭到了一个当地民众的跟

踪、威胁和恐吓。

战事急剧变化，一旦乌俄双

方争夺制空权，飞行安全将完全

无法保障，路上行车也会面临极

大的风险。躲在地下室，是这群

华侨华人目前为止最安全的选

项。乌克兰的战事在有些人看来

也许只是一则新闻，而他们却在

经历生死。

（《界面新闻》《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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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凌晨 5 点，在乌

克兰首都基辅做汽车零配件生

意的孙光听到一声突如其来的

巨响。不待他细想，紧接着远方

又传来炮火的轰鸣，房屋外传来

阵阵骚乱，孙光打开窗户，看到

两名乌克兰清洁工正站在路灯

下交谈。

“早上好，刚才是什么声

音？”孙光大声询问。

“爆炸吧，大家都准备撤

了。”清洁工说，“战争开始了。”

同一时间，在距离基辅约

500 公里外的乌克兰第四大城

市敖德萨，曲波仍在睡梦中。他

在当地港口做海关清关工作，尚

未意识到俄罗斯的导弹已经投

向了这个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

城市。早上 8点，曲波醒来看到

亲朋好友上百个电话和信息时，

才知道这看似一如往常的夜晚

发生了什么。

他说，24 日当天，大家都有

些恐慌，敖德萨的银行、加油站

和超市排起了长队。不少乌克

兰人选择驱车前往 60 公里外和

乌克兰西南部接壤的摩尔多瓦

共和国，出境的队伍排了有 20

公里长。

在乌克兰的华人华侨也收

到了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

的撤侨登记紧急通知。曲波虽

然登记了信息，但是否真的跟随

撤离，他仍犹豫未决。对于在乌

克兰生活多年的华人华侨，他们

在这里扎根、成长、繁衍，无论是

乌克兰亲人，还是打拼的家业，

都无法轻易割舍。

是选择避开风头，还是留守

静待重启，错综复杂的局势里，

乌克兰华人华侨们在面临艰难

抉择。

自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

动”以来，孙光切实感受到基辅

的形势在一步步升级。

24 日，基辅上空传来数次

爆炸声；25 日，俄罗斯坦克到达

基辅周边，俄乌双方发生激烈

作战；26 日，基辅市政府称基辅

市内的街道上正发生战斗，市

中心可听到激烈的枪战声。

“爆炸频率比原来更勤，密

度更大了，另外爆炸声音也越

来越大，证明它离我们越来越

近了，感觉不是很好。”孙光说，

“再加上昨天和今天都有一栋居

民楼被炸了，现在形势愈发紧张

了。”

孙光透露，24 日还有居民

在超市排队囤货，但现在超市

已经没什么人了。“有条件的往

西边逃出基辅出境，没条件的往

乡下走，现在整个城市比过去空

荡了许多。”

他的乌克兰邻居们前两天

也忙着装行李开车离开，现在

小区已经空了一大半。据联合

国统计，目前有约数十万乌克

兰难民逃往其他国家。

孙光选择待在家中。他有五

个孩子，最大的女儿 13 岁，最小

的才一岁多，一家七口人并不

适合集体前往防空洞避难。他

原计划带着妻子孩子去乡下岳

父家，但道路被封，路途危险不

明，只能放弃。好在他已提前囤

够供全家人一个星期使用的物

资。

但是，比起物质上的紧缺，

更难受的是精神上高度紧绷。

在孙光居住小区 20 公里外就有

双方军队在交火，持续的炮弹

声更让他难以入眠，“昨天我就

睡了两个多小时，凌晨 1点就醒

了，老是被惊醒。”

华人“朵桑”在短视频平台

发布视频，25 日凌晨，她被炮弹

惊醒，因为周围居民都没有开

灯，她也不敢打开。“整个人就是

太困太累了，现在只想睡觉。”

相较之下，敖德萨的情况要

平静许多。几天来，曲波只在 24

日凌晨听到有两声爆炸，他估计

是军事设施被击中，除此之外，

便再也没有大的动静，整体局势

比较平稳。

“24 日敖德萨居民还是有

些恐慌，去银行取钱、在加油站

排队、在商店囤食品和水，队伍

都比较长，但是今天早晨再来市

中心，相对来说排的队少了，没

有拥挤得像原来那样，其他一切

正常，生活照旧。”

浙江丽水商人王淑龙接受

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排了两个

小时的队才把油箱加满，超市里

也是人山人海，没人关心已经上

涨的物价，而是尽可能地往购物

车里塞更多的食物。他准备的物

资足够一家三口吃两个月。曲波

存储的物资虽不多，但一到两个

星期没有问题。

有居住在敖德萨市区的华

侨介绍，尽管当地的秩序仍然正

常，看上去和往常没有什么不

同，但是学校已经停课，商场、药

店等多个场所关门，王淑龙工作

的贸易批发市场也只有几个华

商店铺还开着门。

“现在乌克兰处于战时紧急

状态，大家基本没有在工作了，都

是呆在家里。”曲波告诉媒体，敖

德萨没有地铁，防空洞数量不多，

当地政府称如果听到防空警报，

居民可以选择在地下室躲避，好

在暂时没有警报声响起。

乌克兰急转直下的局势，

让在乌华人的工作、经商都被

按下了暂停键。

几天前，孙光关闭了维持一

家七口生活的汽车零配件生

意。他透露，基辅除了医院、银

行、加油站等公共设施还在运

转，其他都已停摆。

“现在财产损失很难统计有

多少。”孙光无奈地表示，“你要

发工资、付房租，不开张每天都

是在亏损，没办法，这就是战争

带来的后果。”

孙光仍有些庆幸，他有价值

约两三百万的货还囤在仓库，没

有往外发。如果战乱之前将货物

发出去，按照现在的紧急局势和

运输状况，很难将货物安全送达

和收回钱款。

曲波就有一部分款项没有收

回。他在敖德萨的港口的工作是

帮助在乌华商的货物清关。但由

于港口关闭，货物清不出来，还

有部分华商的货物仍在运输路

上，这笔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

收回来。

此外，他还开了两家中餐馆，

一个叫华侨饭店，一个叫中国快

餐。前者虽然已经在当地经营了

20 多年，但在疫情开始后，因客

流量减少，已经被关闭了；后者

也在此次动荡中解散了服务员，

暂时中止了运营。

除了这两份工作，曲波还担

任了乌克兰敖德萨华商总会主

席。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战

乱，他现在正在协助敖德萨州和

海南省友好省州协议的签署，为

双方在经贸、教育、文化、卫生、

旅游等多领域展开合作付出努

力。

“这次动荡对我的工作生活

影响很大。”曲波坦言，“未来形

势如何发展尚不清楚，你只能

等待，有些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只有最终稳定了，我们才能继

续做生意，才是真正恢复正常

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乌克

兰务工的华人，这场战争并不是

刚刚开始。自 2014 年俄乌爆发冲

突以来，乌克兰政坛动荡、货币

贬值、整体经济下行，在这里做

生意并非易事，一些中国商人选

择了离开。

孙光坦言，自己家的生意从

2014 年以来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尤其是近两年疫情的影响下，基

本没有获得太多利润。这两年，

他尝试经营短视频账号，开辟新

的营生。通过发布乌克兰生活见

闻，他的“北京人在乌克兰”账号

在短视频平台有了 80 万粉丝。

蔡鹏鹏是敖德萨一名服装经

销商，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感

觉乌克兰近几年一年比一年差，

顿巴斯地区的人们已经没有了

什么购买力，当地生意也变得非

常难做。

“前两年疫情来了，经常需

要隔离，很多店铺关门，导致衣

服过季，不能回收欠款。我还不

上欠银行的钱，那笔借贷又不

断产生利息，已经把我逼到快

要崩溃的地步。”蔡鹏鹏说，“我

想着收回欠款就回去，结果欠

款一直收不回来，就被耗在这

里了。”

精神高度紧绷

华人生意基本停滞

回国还是留下仍悬而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