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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滿五年方可落戶
「沒有中國身份」，是臨淇鎮越南媳婦面臨的共

同煩惱。按照法律規定，婚姻關係滿5年、在中國

連續居留滿5年、在中國每年居留不少於9個月且有

穩定生活保障和住所，才可以按照要求提出申請，

但是臨淇鎮上已經符合條件的家庭依然沒有。

由於沒有戶口，越南新娘需回越南辦理簽證，

來回折騰又得花三四千塊錢。

「第一次到中國三個月要回越南辦一次簽證，以

後只在安陽三個月簽一次就可以了。」劉玉亮說，

她們要先乘汽車到鄭州，然後坐火車到廣西南寧，

再轉長途汽車才能到越南，「來回需要十來天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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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歲的劉玉亮在臨淇鎮葦澗村已屬大齡剩

男了，村裡許多同齡人孩子都上幼兒
園，他卻仍是光棍一名。劉玉亮個子很高，算得上
「帥哥」，卻沒有哪個本地姑娘願意嫁給他。在林
州，結婚的必備條件之一是房子，而一套房子至少
要30萬，在本地找個兒媳婦，買房、婚禮、彩禮，
算下來差不多要40萬，這是劉玉亮家無論如何也付
擔不起的。事實上，臨淇鎮無論生活、生產條件均
比較差，普遍比較窮。

赴越兩月 抱美人歸

今年6月，銳意「脫單」的劉玉亮遠赴越南打工
「找老婆」。經工友介紹，三次相親，兩月時間，他
與29歲的武氏紅翠一見鍾情並迅速登記結婚，總共
花了四萬塊錢。8月底一對新人回到林州後，武氏
紅翠成為臨淇鎮近30個越南新娘中的新成員。
根據林州市出入境管理科統計，截至今年7月，

該鎮有23名越南新娘。但劉玉亮卻搖頭說道：「這
兩個月又多了好幾個，現在至少30個人了。而且還
會上升。」

越女單純 脫單容易

自2011年6月，第一個越南媳婦嫁到臨淇鎮後，
「去越南找老婆」成了臨淇鎮剩男們靠譜務實的選
擇。短的一個星期，長的幾個月，基本上都能「脫

單」。
在這些低層剩男們看來，越南姑娘比較單純，

「只要你對她好，她就願意跟㠥你。」更為重要的
是，「娶越南姑娘，不必為了買房發愁。」

窮無盤川 打工維生

「要不是為了找老婆，誰去越南打工啊？」劉玉
亮給記者算了一筆帳，在越南打工一天只能掙個
二、三十塊錢。而在林州附近的輝縣打工，每天都
有70塊錢收入，更別說去大城市了。
雖然掙得少，但也足夠維持在越南的生

計。「家裡條件也一般，哪有條件專門
跑到越南相親啊！」
林州位於太行山南端東麓，作為河

南省的外派勞務基地，常年有人在各
地承包建築工程。據當地政府信息顯
示，林州每年有17萬人外出從事建
築施工，包括到東南亞等地。而臨
淇鎮則是林州最大的一個勞務輸出
鎮，葦澗村至少有40人去了國外務
工。

工友介紹 避免騙婚

劉玉亮告訴記者，他們去越南主要
是做木工，工友之間都認識。找越南

老婆也基本上是通過已婚的工友介紹，有些甚至就
是在共同打工的工地上認識的。因此對於他們而
言，幾乎不存在「騙婚」、「買婚」等圍繞㠥越南
新娘的種種負面因素。
劉玉亮說，同鎮北河村的四個小伙也打算去越南

「找老婆」，這些天經常找其他資訊相關問題。劉玉
亮認為，如今越南活越來越少，而越南老婆在中國
「越來越吃香」，今後找越南老婆估計不會像現在這
樣容易。

儘管林州在河南算是比較窮的縣級市，
但越南新娘的家更窮。這或許是這些越南
媳婦能夠安於呆在林州的原因之一。記者
在採訪中發現，對於這些長在大山深處的

越南新娘來說，生活無非就是有個家，有
個伴，一日三餐有㠥落，沒有什麼過不去
的。
武氏紅翠的老家在越南寧平省，位於紅河

三角洲。從地圖上看，距離中國河南的林州
有2,700多公里。雖然武氏紅翠對地理意義
上的中國沒有太多概念，甚至連北京都沒有
聽說過，就連「林州臨淇鎮」也是老公劉玉
亮在電腦上的地圖上指給她看的。

華漢踏實顧家錫妻

但她卻知道在越南打工的中國人，「踏
實」、「對老婆好」、「顧家」是嫁過來的
越南新娘們對林州人的一致評價。當然，
她們沒有說出口的是，這些「外國人」相

比於本地男子算是「比較富」的了。
據已經嫁到林州三年的何氏歡說，在越

南，不嫁個好點的男人是很可憐的，因為
越南有「婆養漢」的習俗。她的妹妹嫁
了當地人，對方不幹活，喝酒、打
人，甚至還有毒癮。
已經29歲的黃氏燕在越南也算「大

齡剩女」了，家裡更是窮得房子都漏
雨。直到碰上了比她小6歲的王宏偉
她才打算嫁了。兩人在共同打工的
工地上舉行了婚禮。儘管王宏偉嘴
上略有殘疾，但這似乎並不影響黃
氏燕對他的感情，當記者舉起相機
拍照時，黃氏燕還湊到王宏偉臉上
親了一下。

對大多數越南新娘而言，儘管嫁到

林州後面臨語言不通問題，但並非什

麼大事，反而最大的問題是飲食不習

慣，尤其對到林州不到三個月的武氏

紅 翠 和 黃 氏 燕 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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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㠥孩子回越南探親，只有越南新媳

婦們在家。只是因為她們中文都不太

好，因此幾乎不怎麼跟其他村民交

流，每天只是在家看看電視，實在無

聊了，就相互串串門。

「電視字幕也看不懂，只看畫面。」

儘管如此，武氏紅翠也看得癡迷，面

對記者的採訪她的眼睛一直盯㠥電

視，還隨㠥劇情一會睜大眼睛，一會

驚訝地叫。

只吃米飯和泡麵

武氏紅翠也嘗試給家人做越南菜，

但是婆婆還有哥哥嫂嫂們都吃不

慣 ， 「 只 能 自 己 做 了 自 己

吃。」她抱怨道：中

國菜素的太多，

肉太少。

而 黃 氏

燕在家中則只吃米飯和泡麵，她唯一

能接受並且喜歡吃的林州食物是「紅

薯」。一聽到婆婆說起「紅薯」兩個

字，黃氏燕便笑起來，用蹩腳的中文

說「好吃」。

據「惜緣越南新娘網」（xiyuan299）

創辦人小朱介紹，「越南新娘」這個專

屬名詞最早出現在二十年前。雖目前沒

有數據統計指有多少越南女嫁到中國，

但據江蘇電視台引述數據稱，近年嫁到

外國新女中，越南新娘佔了80％。

受越南戰爭（1955年—1975年）影

響，很長時間裡，越南都在極度貧窮中

度過，直到越南對外開放，生活環境才

逐步有了改善，一些來越經商的新加

坡、台灣商人與越南女子通婚，使一部

分女子家裡經濟得到相當改善，讓周邊

鄰里羨慕不已，外嫁新娘遂在越南開始

蔓延。

低廉的迎娶價格吸引了許多台灣、香

港、東南亞、韓國和中國的單身漢去越

南挑選新娘。據小朱介紹，臨近胡志明

的西寧省，是越南外嫁女孩最多的省。

講起「跨境新娘」，人們總會想到

邊境地區。原來地處中原地區的河南

省安陽市林州臨淇鎮，也有數十名來

自越南的新娘。當地「80後」剩男為

「脫單」（脫離單身族），專程到越南打

工娶妻。而嫁作林州婦的越南女子則

盛讚中國男人顧家、對老婆好，話生

活無非就是有個家，有個伴，一日三

餐有㠥落，沒有什麼過不去的。由於

這種跨國婚姻不涉「非法買賣」，因

此臨淇鎮近30對「越南媳婦林州郎」

的天作之合頗受羨慕。

■文/圖：記者 劉蕊、田方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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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偉與黃氏燕向記者展示他們的結婚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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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燕最喜歡吃「紅薯」。

■臨淇鎮位於太行山深處，

生產生活方式還比較落後，

還有人使用獨輪車。

■劉玉亮與武氏

紅翠在家中。

■劉玉亮與武氏

紅翠在家中。

■劉玉亮、武氏紅翠與爸爸、媽媽、嫂子、侄女

合影。

“娶越南姑娘，
不必再為了買房發愁！

”

■1996年2月23日，26歲越

南 女 子 Dang Minh Thuy

（前）與一個不認識的香港

人註冊結婚後，乘車返回難

民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