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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乃天下有情人

之心愿。我和我爱人的婚礼是在驻外使

馆举行的，那是上世纪 80年代末的一个

大年三十，在证婚人杨大使及全馆人员的

见证下，我和他郑重完成了终生牵手仪

式。此前，在“不与接受国法律规章相抵

触”的前提下，我俩在使馆领事部依照

中国婚姻法规，申办了结婚登记手续。

这是我所亲历的“领事婚姻登记”。

那时，依照中国婚姻法规为申请人

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也是我的日常工作

内容之一。可以说，我直接或间接地见

证了“领事婚姻登记”的演进历程，见

证了“依法行政，外交为民”理念在

“领事婚姻登记”中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领事婚姻登记”源起
于“保侨”“护侨”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2012年底至 2014年初，我参与编写并统

稿《中国领事工作》（上下册） 期间考证

到：1950 年制定并实施的 《婚姻法》 尚

无“领事婚姻”相关规定。然而，海外

华侨热切期待领取新中国颁发的结婚证

书。可以说，正是华侨对祖国的这份感

情，推动了新中国“领事婚姻登记”制

度的萌芽与产生。

1952 年，率先应华侨申请为其办理

“领事婚姻登记”的是中国驻缅甸使馆。

从此，中国驻外使领馆为华侨办理“领

事婚姻登记”有了可循之先例，但未形

成一定之规。

1954 年，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领

事工作的总结及当时的实际需要，外交部

制定了第一个有关领事工作的规定——

《关于领事工作任务的初步规定》，明确规

定领事职务包括：“对华侨的正当权益，

采取积极保护措施；颁发护照，办理签

证、公证、认证以及处理华侨的某些民政

事项”等。其中“华侨的某些民政事项”

可称是“领事婚姻”称谓之雏形。

1955 年 2 月，外交部成立领事司，

统一指导驻外使领馆办理婚姻登记。基

于上述规定，为华侨办理“领事婚姻登

记”成了“保侨”“护侨”（1998 年起改

称“领事保护”） 的一种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后，“领事婚姻登
记”的法治进程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入 《维也纳

领事关系公约》 并推进中外双边领事条

约 （协定） 的缔结。《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 第 5 条第 6 款规定：领事职务包括

“担任公证人，民事登记员及类似之职

司，并办理若干行政性质之事务，但以

接受国法律规章无禁止之规定为限”。其

中“民事登记”主要指为派遣国公民办

理“出生、婚姻、死亡”登记。中外双

边领事条约 （协定） 亦有类似规定。这

标志着中国“领事婚姻登记”步入了国

际法治时代。

1982 年由国际法学者姚壮、任继圣

著写的 《国际私法基础》 和 1991年由时

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聂功成主持编写的

《新中国领事实践》述及：在使领馆办理

的结婚登记通常称为“领事婚姻”。由

此，尽管中国法律规章尚未出现相关字

样，但它标志着“领事婚姻登记”理论

和实践的向前发展。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的 《婚姻登

记条例》 第 1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外使 （领） 馆可以依照本条例的有

关规定，为男女双方均居住于驻在国的

中国公民办理婚姻登记。”从此，具有

“领事婚姻登记”含义的中国法规条款应

运而生。

为更多中国公民办理“领事婚
姻登记”

为了进一步落实惠民政策，中国驻

外使领馆出台了“取消中国公民婚姻登

记费用”等措施，引发了更多的中国公

民办理“领事婚姻登记”。比如：中国公
民阿苗 （男） 和阿纯 （女） 同年出生在
闽南侨乡。大学毕业后，他们相约赴 H
国留学，其间，二人向中国驻当地总领
事馆申办结婚登记。由于当地法律承认
领事婚姻的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又均
属于居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因此，二
人如愿领取了“中国红”的结婚证书并
当场发了喜糖。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
国领事锐意向前，使“领事婚姻登记”
成为践行“依法行政，外交为民”理念
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首当年，亲历“领
事婚姻登记”的激情与浪漫，成为我生
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我相信，和我有过
同样经历的朋友们，也一定与我有着同
样的感受。

（作者为法学博士）

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的关
系密不可分。2006 年 9 月，我
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到上海音乐
学院任教时，我的老师和其他
学界同仁便以“发展中国音乐
文学”相嘱。我从 《白石道人
歌曲集》《乐律全书》《魏氏乐
谱》《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
谱》《梅庵琴谱》等宋、明、清
刊行古谱中，精选出100首曲目
作为学习素材，教学生识谱、
译谱、唱谱。最初研究古代曲
谱只是出于专业需要，后来逐
渐做成了一台“古代流行音乐
演唱会”，名为“风雅中华诗词
音乐会”，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
的支持，并在国内外巡演。

近年来，风雅中国诗词音
乐会已应邀在美国、加拿大、
法国、泰国、突尼斯等国家举
办 十 多 场 ， 线 下 观 众 5000 余
人，线上观众近百万人，推动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

2018 年 3 月，在上海奉贤
区举办的东方美谷诗歌节上，
我们邀请100多名中外学者、艺
术家举行了中国诗歌与跨文化
交流的专题研讨，并启动“上
海音乐学院古谱诗词传承人才
培养项目”，在海内外建立了30
个 传 承 基 地 。 2018 年 10 月 1
日，受美国南卡大学孔子学院
邀请，古谱诗词汉武帝 《秋风
辞》、李白 《关山月》、白居易 《忆江南》《花非
花》、柳宗元《杨白花》、周邦彦《少年游》、姜夔

《长亭怨慢》等在亚特兰大第九届中国电影国际论
坛展演。我与叶坦教授担任中英文双语导赏，杨
霖希、梁彬、王译琳等表演，展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音律之美、诗意之美与人文情怀，惊艳了中
外学者。

2019年1月24日，我们和加拿大青年艺术家共

同为观众奉上了一场中国新年音乐会，由我与卡尔

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詹姆斯·赖特教授用中英文

双语导聆。詹姆斯·赖特说：“实在太神奇了！根

据古代音乐理论知识，运用现代音乐技术，把数百

年前的中国古代乐谱展现出来，是一项了不起的艺

术成就。”我们已在卡尔顿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三场
古谱诗词导赏音乐会，把诗词演唱与传统服饰与
舞蹈展示结合起来、立体呈现中国文化元素。

2019 年 3 月 29 日，风雅中国古谱诗词音乐会
在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中国音乐文化中心演出
后，我们还举办了古谱诗词工作坊，对 60多名美
国汉语教师及汉语志愿者进行培训。

诗 词 音 乐 会 受 到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的 热 烈 欢
迎。2019 年 9月 20日，我们应邀到美国纽约州立
奥尔巴尼大学和宾汉顿大学两所孔子学院做诗词
歌曲展演，与当地华侨华人和美国朋友们共度中
秋佳节。音乐会海报发出后，马上得到中国文化

爱好者的关注，报名火爆，500多人的音乐厅坐得

满满当当。当地媒体做了现场直播，电视主持人

说：“这是一场惊艳的中国文化大餐！”
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我们把中国古谱诗词

带出去，把赞许和掌声带回来。这出于我们对中
华五千年文明的敬意，更是对共和国辉煌 70年的
礼赞！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国家艺术基
金“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项目负责人）

1987 年，我考上了安徽大学。那时，

从我家乡亳州到合肥去上学，最快捷的

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一天有两班，分别

在早晨 5 时 40 分和 6 时出发。我家住在离

亳州城 15 公里的乡下，为了不误车，我

通常先到城里找个旅社住一夜，不然的

话，半夜就得起身往车站赶。

亳州距合肥 300多公里，车程八九个小时，途中要

停车吃顿饭再继续赶路。当时淮河上没有桥，车到淮

河边，乘客都要下车、上船，车也开到船上运过河。

有时遇到乘船的车辆多，排起长队，就要等很长时

间，非常急人。

大学毕业后，我回亳州工作，十多年没去合肥。

1999年再去时，发现比我上大学时方便多了，几乎随时

都有去合肥的公交车，而且车的种类也多了。中午12时

从亳州出发，中途不用停车吃饭，过淮河也不用摆渡，

因为淮河大桥早已建成通车了。

2009年秋天，我从亳州去合肥参加业务培训，下午

1 时坐上带有空调、电视的豪华大巴，走的是高速公

路，又快又舒服，4个小时就到合肥了。

上世纪90年代，途经亳州的京九铁路通车后，亳

州人去合肥还能乘火车。早上 7 时上车，4 个多小时

到合肥，办完事情，晚上就可以乘火车回亳州，不耽

误第二天去单位上班。记得那一次，我

乘火车去合肥，出站时发现，合肥火车站

已从明光路搬到瑶海区站前路了。新车站

高大、时尚，和老车站相比，就像丑小鸭

变成了白天鹅。

2015 年 11 月 30 日，商合杭高铁开工建

设，今年 12 月 1 日，商丘至合肥段正式通

车。这条高铁纵贯安徽全境，途经亳州、阜阳、淮南、

合肥、马鞍山、芜湖、宣城等主要城市。以后，我们亳

州更是四通八达了。

从我这些年的出行经历，贯穿出一条我的家乡亳

州交通发展的脉络。这些惊人巨变，不仅发生在亳

州、发生在安徽，也发生在全国各地。我们赶上了新

中国的美好时代！

（作者为安徽省作协会员）

上世纪 90 年代，我从上海到美

国洛杉矶定居。然而，我的心始终

与祖国的命脉一起跳动。五星红旗

是我一生挥之不去的美丽图案，把

我与祖国紧紧相连。我时刻关注着

祖国的发展与变化，并为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付出自己的努力。

1997年3月，中国海军军舰首次

访问美国圣地亚哥。听到这一消息，

我们一家3口顿时兴奋起来，决定带

着五星红旗，去迎接我们的子弟兵。

21日大清早，我们驱车2个多小时赶

到圣地亚哥军港，看到码头上已经汇

集了不少华侨华人朋友。

在美国军乐队奏起的欢迎曲声

中，由中国海军“哈尔滨”号导弹驱

逐舰、“珠海”号导弹驱逐舰和“南

仓”号综合补给船组成的中国海军舰

艇编队徐徐驶入军港码头，“八一”

军旗迎风飘扬，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中国海军官兵英姿焕发，整齐划一地

列队站在甲板上行军礼。我激动地挥

动着手中的五星红旗，眼睛一下子

湿润了。

当我登上中国海军“哈尔滨”号

导弹驱逐舰参观时，顿时有一种回家

的感觉。当我得知“哈尔滨”号导弹

驱逐舰由上海江南造船厂打造、属“上

海品牌”时 ，令我这个“老上海”格

外自豪。更让我惊喜的是，在军舰上

还遇见了2名上海籍水兵，我们开心

地用家乡话聊家常并合影留念。

2008 年 4 月 8 日，我与华人朋友

一起从洛杉矶出发，前往旧金山迎接

北京奥运圣火，为奥运圣火传递护

航。我们身着节日盛装，赶至旧金山

中国湾公园码头，与旧金山华人汇

合，架起“欢迎人墙”。人们载歌载

舞，龙狮起舞，锣鼓喧天，沉浸在

“北京奥运嘉年华” 欢乐之中。

我手持五星红旗，站在火炬接

力 台 前 摇 旗 吶 喊 ， 为 北 京 奥 运 加

油，并见证了北京奥运圣火在旧金

山传递的历史一刻。

点燃火炬后，旧金山市市长纽

森将火炬递给中国游泳名将林莉。

林莉向全场挥手，现场掌声雷动。

我迅速举起相机，抓拍这一历史场

景。后来，我拍的一组北京奥运圣

火 旧 金 山 传 递 的 照 片 被 中 新 社 采

用，广为传播。

在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之

际，勾起了我许多难以忘怀的回忆。

我在大洋彼岸遥祝祖国更加繁荣昌

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
会荣誉会长）

1998 年，我被安排到乡村
的张康小学任教。第一天到校，
令我吃了一惊：学校的大门是一
扇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门，进门
走进老屋，土墙、土地面，只有
墙上那一块醒目的黑板，能让人
觉察到这是一间教室。据同事介
绍，这所学校是由一座老庙改
建的，地方窄，没操场，师生
活动要到学校旁边一片不大的
空地上进行。

进入 21世纪后，随着国家
对乡村义务教育改革力度的加
大，张康小学迎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2001 年，国家进行

“普九”验收，张康小学的办学
条件不达标。学校在当地教育
部门的帮助下，增添了文体器
材、图书等，丰富了师生的课
余生活。2002 年，张康小学被
批准征地15亩，历时一年半建
起了一栋两层框架结构、总计
20 余间教室的教学楼，同时还
建了教师办公楼及生活用房。
全校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搬进
了新学校，看到明亮的窗户、
洁白的墙壁、干净的地面，人
人脸上笑逐颜开。

随后，张康小学又新建了

一个标准化的操场，师生们在操场上集会、升国

旗、开运动会、做游戏等，特别舒心。后来，学

校又添置了电脑和多媒体设备，教师不再用粉笔板

书式的教学模式，改用多媒体模式，真是如鱼得

水，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近些年，国家开始给学生提供免费课间加餐。

学生们坐在舒适、干净的营养餐厅里吃面包、喝牛

奶，到下午每人还会领到一份水果。他们鲜活、稚

嫩的小脸上，常常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办学条件能变得这么好，是我刚进校时做梦

也想象不到的，而更令我欣慰的是学生们个个蓬

勃成长，从他们闪烁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未来，

看到了希望！

（作者为陕西西安邓店小学教师）

时 间 是 一 条 不 能 回 头 的
河。林林总总的人和往事，终
究会随着河流汇入汪洋大海。
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
人和往事湮灭，等到再想找寻
时，可能已无迹可寻。作为一
名新闻记者，我希望自己能为
后人留下一点记录，特别是对
于革命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染
红的足迹，我不想让它们消失
在历史的长河中。

今年年初，我萌生了把自
己多年来采写的革命前辈英雄
事迹汇集成书的想法，以此为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从 3
月开始，我就着手整理这些有
关“红色记忆”的报道，随后
顺利找到了出版社，通过了审
读。虽然几经周折，但还是在

“十一”国庆节前夕出版了，书
名为 《一名记者的红色印记寻
访》。 因 为 我 的 名 字 叫 “ 新
书”，所以，一些媒体报道这一
消息时，用的题目就是“滕新
书出新书”。

与 以 往 出 版 的 一 些 回 忆
革命前辈的作品不同，这本
书里收录的不是耳熟能详的
史 料 ， 而 大 多 是 我 自 己 挖
掘、采写的革命前辈鲜为人
知的壮举和事实。其中的寻
访历程，既是对革命前辈的
崇敬和缅怀，也为历史留下

了永远的记忆。
除了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我还找到了山东

招远跳井烈士牺牲的准确地点；找到了一对胶东

八路军夫妻当年演绎“柳堡的故事”的地方，吸

引了一批英雄后代前来寻找父辈的战斗足迹；找到

了一位革命前辈兄长的牺牲地，消除了他们一家人

多年的遗憾；找到了当年救治任常伦的群众和任常

伦当年救出的战友，了解到任常伦牺牲的真相；找

到了几位志愿军烈士的国外安葬地，了却了他们后

人的心愿。

我觉得，用心去挖掘、整理为新中国流血牺

牲的英雄们的印记，通过报道和出书让更多的人

记住他们，不忘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是我

作为一名记者的神圣职责。

（作者为《烟台日报》记者）

结束语：本报5月8日起推出的“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征文活动，到今天结束了。该栏目先在一版、二版

刊出，第16期之后由“读者桥”版刊出。半年多来，读者朋友们

踊跃投稿，讲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自己亲身经历的有意义的往

事，记述自己所见证的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故事，表达对祖

（籍） 国的热爱和祝福等。

此次征文共刊出42篇优秀作品。在此，我们向热情参加征文

活动的读者朋友，致以诚挚的感谢！ ——编 者

（剪纸）张 标作（剪纸）张 标作

我所见证的“领事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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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投稿邮箱：whwdzg201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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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永在心头
卢 威

四通八达的家乡路
屈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