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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
国公民“走出去”的数

量大幅增长，在外国申请结
婚登记的需求也日渐增多。结婚

乃人生大事，婚姻关系的缔结涉及当
事人双方法律关系和生活内容的重大变

化，需认真对待。因此，
许多在外国生活的中国公民选
择到中国驻外国大使馆或总领馆
申请结婚登记。笔者曾对这方面的问
题进行过深入研究，针对在驻外使领馆
申请结婚登记总结出“八项注意”：

前提条件

在驻外使领馆申请结婚登记有一个
重要前提，就是驻在国承认领事婚姻。
虽然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把“担任
民事登记员及类似之职司”列入领事职
务范畴，但如驻在国不承认领事婚姻，
则这桩婚姻就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过，
如当事人对此并不知晓也不必担心，因
为驻外使领馆领事窗口的办事人员都会
在第一时间告知当事人。

身份要求

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双方必须
是中国公民，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同
胞。如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包括外
籍华人），中国驻外使领馆是不受理其
申请的，他们应当向驻在国或中国内地
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一般来说，结婚
登记前领事官员会查验申请人的有效
护照等证件，以确认其中国公民身份。

居住要求

到驻外使领馆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
双方应居住于所在国。申请人须具有所
在国的居留身份，比如已取得所在国

“绿卡”或持有长期签证等。如申请人是
临时出国人员，比如两名中国公民去某
国旅游，期间到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申
请结婚登记，这肯定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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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条件

当事人双方必须符合 《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各项条件，
比如男女双方均无配偶、双方无直系血
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双方均达
到法定婚龄等。这些条件要求，无论在
中国国内还是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
结婚登记都是相同的，也是必要的。

自愿申请

双方必须共同来到驻外使领馆，自
愿提出申请。驻外使领馆现场都备有申
请结婚登记的声明书，申请人要在领事
官员面前亲自填写并签署，领事官员还
要在“见证人”一栏签名。只要符合条
件，申请人就可以当场登记并领取结婚
证了。

证件号码

驻外使领馆颁发的结婚证与国内婚
姻登记机关颁发的结婚证在外观和栏目
设置上是一样的。这里要提醒的是，出
国人员持有的身份证件都是护照，所以
领事官员会在结婚证“证件号码”一栏
中填写申请人的护照号码，而不像国内
婚姻登记机关那样在颁发的结婚证上填
写申请人的身份证号码。

离婚登记

这最后一项其实不太想说，不过驻
外使领馆的确也可以办理离婚登记并颁
发离婚证。需要提醒的是，驻外使领馆
只能为在本馆缔结婚姻关系的人员办理
且所在国家需承认领事婚姻中的离婚登
记。也就是说，在国外居住但在国内登
记结婚的夫妻，只能到国内婚姻登记机
关申请离婚登记，或到国内法院、外国
当地法院起诉离婚，中国驻外使领馆是
不能办理这类人群的离婚登记手续的。

补领结婚证

在驻外使领馆办理了结婚登记，不
慎把结婚证丢失了怎么办？不用慌，可
以补领，在原发证馆或在国内户籍地婚
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都可以。不过，国
内登记机关一般会要求你提供 《查档证
明》，这时你可向原发证的中国使领馆申
请这个证明。如不能亲自赴馆申请，可
委托在当地的亲朋好友代为申请 （要有
经国内公证过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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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奉

2001 年 5 月的一天，同事转来一个电
话，说是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林薇老师
约我写一篇介绍严文井先生的文章。就是
这个电话，开启了我与海外版此后多年往
来的通道。

我利用周末时间开始写 《孩子们的老
朋友——严文井先生》 一文。心想，在人
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这20多年，老社长严文
井先生给过我不少的指教与帮助，然而若
不是海外版约稿，我却从没想过应该写写
他，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位著名的儿童文学
作家。该文于 6 月初发表在海外版的第 7
版上，同时还配发了严文井先生一幅彩色
照片。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林薇老师寄
来的样报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这份样报
和来信就像带有发动机效能的快乐因子，
植入了我的内心。从那一天起，十余年来
我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陆续写了数篇
记述文化名人的文章以及其他题材的小
文，仅在海外版上刊出的就有30余篇。其
中的 《毛泽东与文化名人》 是连载文章，
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缩写而

成。这是在海外版副刊编辑杨鸥老师的提
议和帮助下完成的，由于初次缩写，没有
经验，稿件往往不能符合要求，多亏杨老师
不辞辛劳帮助修改，文章才得以与读者见
面。我至今仍心怀感激。

我和林薇老师认识不久，她就离开了
海外版，但她没有因此忽视邮箱里的稿件，
还是把我寄去的一篇《八宝箱里的林徽
因》，转给了副刊的其他编辑。林老师的这
种对作者负责、对报社尽责的精神，体现了
一个从业人员高尚的品格和良好的职业素
质。这件事，也让我对海外版充满了尊重。

一个人但凡做成了一件喜欢做的事
情，就会形成一种惯性，在这个惯性的作
用下，往往会一发而不可收。自从介绍文
井先生的文章在海外版发表之后，就引发
了我撰写文化名人的兴趣。于是在接下来
的这些年里，我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陆
续撰写了多篇记述当代文化名人的文章。
这些成绩的取得，即使不能说都是海外版
约写文井先生之功，但要说是受其引发而
得以继续，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也是我
至今感念林薇老师的信任、不忘海外版的
培养与帮助的一个原因。

今年的 7 月 1 日是海外版创刊 30 周年
的纪念日，特撰此文以志祝贺。同时，我也
衷心祝愿辛勤耕耘海外版这块园地的编辑
老师们幸福安康，年年丰收。

感恩海外版
岳洪治

作者简历：

岳洪治，197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
系，分配到国家版本图书馆研究室工作，
1978 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任鲁迅文
学奖评委、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前几天，我收到一个来自美国的航
空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包粽子和一封
信。我马上意识到，今年的端午节快到
了 ， 包 裹 一 定 是 美 国 学 生 琳 达 寄 来
的。我赶忙展开信件，落款果然是琳
达！思绪一下子飘到了一年前的那个
端午节。

去年夏天，作为中美两国教育文
化互动活动的一部分，我所供职的安
徽省寿县板桥中心学校和美国的一所
中学相互派遣了交换生，即派遣学生
到对方那里去学习和生活。来自美国
波士顿的 15 岁小姑娘琳达来到我们学
校学习，作为她的中文老师，我被安
排为她的寄宿家长，我们家也成了她
的寄宿家庭。

琳达来的那一天，正好是我国的传
统节日——端午节。为了欢迎小姑娘，
我们全家决定好好陪她过个中国端午，

让她感受一下灿烂悠久的华夏历史和文
化。看到我们包的粽子，她眨着淡蓝色
的眼睛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我告诉
她，这是中国的一种传统食品，已经有
千年的历史，它来源于纪念古代的爱国
诗人屈原。小姑娘非常兴奋，要我们教
她如何制作粽子。

妻子耐心地做着示范：先把糯米和
红枣放进粽叶里，然后包成榔头或者三
角状，最后用丝线缠绕和裹紧。这个看
似简单的活儿，在琳达那里可是遇到了
大麻烦。她刚把糯米放进粽叶里，却很
快地漏出了，好不容易装满了糯米，可
是包扎不好，丝线不听使唤，怎么也扎
不紧。后来在妻子的指导下，才算是勉
强成功了。

吃完香喷喷的粽子，我们开始插艾
草、制作香荷包。我告诉琳达，这也是
中国传统的端午风俗，插艾草能避邪，

香荷包给孩子们佩戴，寄寓了美好的愿
望，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妻子的手
很巧，一块块碎布加上中草药香料和丝
线，只一会儿工夫，就在她的手中奇妙
地变成了一个个玲珑别致的香荷包。琳
达拿着它们爱不释手，笑得很开心。

一个月后，琳达的交换生学习结
束，离开了我家。临走之前，她依依不
舍地说，回家会向朋友们介绍中国文
化，她学会了包粽子，明年端午节的时
候，一定寄来自己亲手包的粽子，让我
们尝一尝。

琳达在信中告诉我，她的粽子是中
美两国的结合体。原料是地道的中国
货，糯米和红枣是在当地的中国城买
的，至于粽叶，则是她家农场里小河边
的芦苇叶。我欣慰地笑了，小小的粽子
里不仅凝聚了一颗纯真的童心，也彰显
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来自大洋彼岸的 粽 子粽 子粽 子
马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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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

德国通行握手礼，握手有
力，持续时间稍长；与亲朋好
友见面常拥抱，而吻礼只适于
夫妻、情侣之间。有些上了年
纪的人，习惯脱帽致意。尽管
不少德国人会讲英语，但他们
更喜欢用母语与人交谈。他们
矜持勤勉，待人热情，注重情
感，一旦成为朋友，会长时间保
留关系。对于有求于己的人，会
热情相助。接听电话，会首先说
出自己的姓名。主人常帮客人
穿、脱外套；客人也可帮主人或
其他人穿脱外套。商务谈判中
很少让步，但重合同、讲信誉，
一旦签订合同，就会严格执行。
与他们交谈，经常的话题，是业
余爱好及体育，如足球之类等，
但少谈篮球、垒球和美国式的
橄榄球运动。

称呼

称呼常用“先生”“女士”
等。称呼不当，可能会令德国人
不快。一般情况下，宜称德国人
的姓和名，或仅称其姓，但不可
像美国人那样直呼名字。德国

人重视职衔、学衔、军衔，交
际场合，称呼头衔，被视为是向
其致敬。但“阁下”一词，在德国
不通行。另外，“您”与“你”的使
用，也有严格习惯，对初次见面
的成年人以及老年人，务必称

“您”，而对熟人、朋友、同龄者，
方可以“你”相称。

服饰

德国人注重衣冠庄重、典
雅，不喜爱鲜艳花哨或过分前
卫的服装。正式场合，衣着多
为深色，男士穿三件套西装，
女士穿裙式服装。巴伐利亚
人，节庆时爱穿以墨绿色为主
的无领外套，下身爱穿有背带
的皮短裤，头戴插有羽毛的小
皮帽，脚穿长袜与翻毛皮鞋。
那里的妇女，一般穿敞领、束
腰、袖口带有花边的上衣，下
身多为类似于围裙的长裙，且
以红、绿、白色为常见。日常
生活中，妇女出门多化淡妆。
商务活动中，女士不可穿低
胸、紧身等性感的上装和超短
裙，佩戴首饰不超过 3 件。德
国人对于服饰品位与自己相近
者，往往比较欣赏。

男士不宜剃光头，免得被
人当作“新纳粹分子”。年轻
女子发式多为短发或披肩发，
烫发者多为已婚妇女。

餐饮

德国人讲究饮食，以肉食

为主，口味偏甜、偏酸。除北
部地区的少数居民之外，大都
不爱吃鱼、虾。在德国啤酒消
费量很大，吃饭时先喝啤酒，
后喝葡萄酒，若反过来，会被
认为有损健康。德国人进餐，
喜爱自助方式，但餐盘中堆积
过多，或随意浪费食品，被视
为“罪恶”。

晚宴时喜爱关闭餐厅的电
灯，点燃蜡烛，以营造烛光中
的朦胧优雅和温馨氛围，享受
餐饮的愉悦。餐饮时，碰杯不
多，一旦碰杯，则需一口气将
杯中酒喝光。男士们在向同桌
的女士祝酒时，接受祝酒的女
士，可端起酒杯抿一小口，也
可不喝，仅以微笑作为感谢。
女士一般不向男士敬酒。晚辈
要待长者喝过一口酒之后，方
可动杯。

送礼

日常礼物多为鲜花、巧克
力、酒类以及家居小装饰品。
主人会当面打开礼品，并表示
感谢，有时会把收到的礼品摆
放出来，展示给人。

送 女 主 人 的 鲜 花 须 为 单
数，5朵或7朵常见。喜欢矢车

菊，已被定为国花。玫瑰表示
爱情，蔷薇、菊花用于悼亡，
郁金香被视为无情之花，因而
这些花不可随意送人。若送刀
剑、餐刀餐叉之类，有“断
交”之嫌，所以受礼人会回赠
一枚硬币，以免礼物“伤害”
友谊。礼品包装讲究，忌用白
色、黑色或咖啡色的包装纸。
应邀到德国人家中做客，可送
度数较高的威士忌，但不可送
葡萄酒，以免显得你对主人家
的酒品味道不满意。不送德国
女士香水和内衣等，以避过分

“ 亲 近 ” 之 嫌 ， 即 使 女 性 之
间，也 不 宜 赠 送 这 类 物 品 。
德国 《联邦政府官员法》 明
确规定，价值超过 15 欧元的
礼品或酬劳，必须上交。德
国官方赠送的礼物，常常是介
绍本国名胜古迹和城市风貌的
画册。

禁忌

多人握手，忌交叉。虽然
平时德国人也爱吃核桃，但用
餐时，忌食核桃，因为容易联
想起人类大脑，令人不快。交
谈时，不应涉及纳粹、宗教、
党派之争等话题。公共场合窃
窃私语，属失礼行为。厌恶

“13”“666”与“星期五”。忌
茶色、黑色、红色和深蓝色等
色彩。纳粹行礼方式及卐等，
也在禁忌之列。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
参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