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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完新闻，许曜简单洗漱吃过

早点后就出门了——毕竟学校还都

在正常开放。除了在街上遇到正常

巡逻的警察，许曜还提到学校的朋

友们看见他很高兴，“我听见他们说，

你看中国人没走，所以应该其实也

没有那么的危险”。

同在基辅国立大学留学的丁嘉

琦却有点紧张，因为最近一周城里

广场上有很多民众在举行所谓的“爱

国游行”。他的一位同班同学也参

加了，“他们的手腕上签着‘我的

乌克兰，我的国家’字样，以此来

表示他们是在追求所谓的‘自由’，

追求国家独立的决心。”这一点，

俄罗斯方面朝野也都注意到，并认

为——自苏联解体之际，乌克兰独

立以后，其就是个主权国家。俄罗

斯人大多并不理解基辅一些人口中

的“独立”到底是什么用意。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 2

月 16 日为乌克兰团结日后，丁嘉琦

选择和室友一起去超市囤些粮食，

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可真到了这一

天，却发现俄罗斯并没有“入侵”

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新闻系的留

学生汪筱芩为记者介绍了这一天大

街上游行的具体情况。

“这次游行的规模其实挺小的，

大概只有1500多人。”汪筱芩介绍说，

“我到基辅留学后就发现，这座城

市的市中心等人流量大的地方经常

会出现游行的队伍。这是一件很‘日

常’的事情。所谓的团结日游行，

规模也没有超出过去那些游行。”

妇女节宣传保护女性权利，会有游

行；中小型企业某项规定不符合员

工利益，会有游行……汪筱芩的乌

克兰人老师还曾和她吐槽过，乌克

兰只要发生一点事，就会有人上街

游行。

不过，2 月 16 日那天，基辅的

建筑物上大多升起了蓝黄相间的乌

克兰国旗。根据汪筱芩发送的短视

频，记者发现，路上有一些出租车

也挂着乌克兰国旗——仅此而已。

比起“升国旗”来，在基辅，

升得更快的是物价。许曜回忆，最近

汽油、牛奶等的价格都在涨，但似乎

超市还没有出现抢购的状况。在苏梅

市的董浩则说，今年以来，他感受到

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大概上涨了 10%-

20% 左右。“从 2017 年到现在，每

年都在增长！比如我们出门乘坐的中

巴车，从刚来的 4 格里夫纳到涨到现

在的 10 格里夫纳。”汪筱芩认为基

辅的蔬菜卖得很贵：“昨天逛超市，

西红柿、黄瓜这种非常普通的蔬菜也

要相当于 20 元人民币一公斤，所以

我大多数时候都吃土豆，因为土豆最

便宜。” 汪筱芩不禁感叹，素有欧

洲粮仓之称、现在物产都堪称丰富的

乌克兰，为什么许多居民就如她这样，

只舍得买土豆而不舍得甚至买不起蔬

菜吃呢？

一边感受古老文化
一边遭遇老旧之窘

生活在乌克兰，感觉如何？董

浩给出的回答尽然是——很安稳。

毕竟苏梅市不是基辅这样的大都市，

节奏比较慢，当地人也都很和善。

苏梅市的无轨电车还在运营，保留

着一部分历史的味道。他发回国内

的照片，竟然被朋友如此评头论足：

“以前我家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

有这种无轨电车，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想到乌克兰还保留着这样的电

车。”

对于亲身在乌克兰的董浩来说，

就没有如此怀旧般的感慨了。不过

他也说了：“除了基础设施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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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身穿乌克兰民

族服饰的民众，站在

地铁门口迎接 2022

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