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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是东斯拉夫人设立的最古老城市，始建于 5 世纪下半

叶，被称为“罗斯城市之母”。大部分历史建筑集中在第聂伯

河右岸的旧城区、基辅的市中心，如著名的索菲亚大教堂、金

门、彼切尔洞窟修道院等。在这座城市，数十条林荫大道以及

数百个街心花园和草坪密布，一幢幢建筑掩映在绿树和花丛中，

基辅因而赢得了“花园城市”的美誉。

环游世界创作的上海画家、诗人杨云平回忆 2019 年在基辅

的经历说：“游画”基辅，我对“花园城市”的赞誉一点不生疑，

因为“第聂伯河两岸的景色太漂亮了，不好好画张画也真对不

起这段旅程”。

初来乍到，孙光注意到：基辅主要的建筑和像地铁这样的

交通设施基本还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遗产。虽然发展比较缓慢，

但整个国家的经济还是在朝上走的。

“那时乌克兰的经济状况比现在好很多，我刚到这里读书

时，1 美元兑换 1.45 乌克兰的货币格里夫纳，那时 1 美元可要

兑换超过 8 元人民币的，格里夫纳比人民币值钱。现在已经反

过来了，1元人民币要兑换四点几的格里夫纳了。”孙光感慨。

饶是如此，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眼中，国内的发展状况和

机会还是要显著超过乌克兰，于是当年他在基辅的中国同学几

乎全都回国了。而孙光在基辅恋爱、结婚、生子、成家、立业，

一直生活在当地，至今已经是第 20 个年头。

毕业之后，他在当地尝试过很多工作，饱尝艰辛。作为一

个举目无亲的外国人，他在工作中尤其是开始经商时，感受到

明显的“被排挤、被欺负”。孙光说，他从在这里读书开始就

最怕遇到两种人：一种是街上的“光头党”小混混，另一种就

是警察；他们看到东方面孔，就会想尽办法来找麻烦。“有的

时候气得你能哭。”

最开始，孙光对这种遭遇很不解，也想去反驳、抗争；几

年之后他开始学会不去理睬这些，而是做好自己的事儿。并且，

他和在乌克兰的中国同胞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随着中国国

力的强大、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乌克兰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逐

渐提升，这种歧视在近年越来越少，“看到是中国人就过来挑衅、

找事儿”的情况基本遇不到了。

数据显示：尽管新冠疫情仍在持续，但中乌贸易额逆势增长，

合作规模取得突破。中国海关统计：2021 年前 11 个月，中乌

货物贸易额达 17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7%，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继续稳居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不久前的 2022 年 1 月，中乌两国迎来建交 30 周年。两国

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签署《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开启了中乌关系历史新纪元。此后的十多年间，两

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医药、航天等领域的合作不断

加强。

俄乌冲突“改变一切”

2007 年，在家人的建议下，孙光开始在基辅做起汽车配

件的销售生意。事实证明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赛道。不久之后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席卷而来，给在这个领域刚刚起步的他带

来不小麻烦，但也没有让他停止脚步。生意发展得最好时，他

在基辅一共开了 4 家零售店，还有一家库房。

然而 2014 年的动乱改变了一切。俄罗斯事实占领了克里米

亚地区，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

的亲俄势力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政权更迭后的乌克兰

经济一路向下，再也没有缓过神来。

那也是在最近这次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孙光在乌克兰经历

过的最困难的时刻。基辅的骚乱中，警察趁机敲诈他的店铺，

甚至员工都“监守自盗”从店里偷钱。“那时我真的挺伤心的。”

和经济一样剧烈下滑的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无论官

方还是民间。在孙光眼里，20 年前两国是“亲兄弟”；但 2014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乌克兰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逐渐提升，
这种歧视在近年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