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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写萧三，就不能不写到我自己，因为自从我们俩相识起，就肝胆相照、形影难离了。
萧三的政治生涯和艺术创作道路上的种种业绩，可以由别人写。
系统地概括或描述与我们有关的全部历史背景和事件是我力所不及的，我也无意做一个史学家。
我想写的只是我们共同的经历。
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和萧三对我的影响。
我要写的是我所知道的萧三，这是除我之外任何人都写不出来的。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嫁给萧三。
问得真怪。
因为我们情投意合、彼此相爱，而且是一见钟情。
他们又问：“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这真叫我惊讶不已，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1934年11月，我在苏联南部认识萧三，那时他是一个不能回到他的祖国的中国政治侨民，一个尚未成
名的诗人。
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政治上可以说还是一张白纸。
而他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已经近二十年。
能把两个如此不同的人结合到一起的，唯有爱情。
    萧三是中国人，而我是德国犹太人。
他是作家，我是摄影家。
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但兴趣相异之处亦不少。
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但也各有各的朋友。
我在萧三的身边成为具有政治觉悟、革命思想的人，但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本来就是个更多地凭感觉行动的人，而且始终如此。
    萧三主要是参加政治革命和社会文化活动，他研究过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实践中从原则出发；
而我除了摄影工作以外，还要注重家庭和身边的生活环境，在大多情况下仍然凭我的直觉办事。
这样我们就在一起讨论，甚至争论起来——有时他对，有时我对。
但我们彼此相爱，虽也曾一度分过手，却终究又重新回到彼此的怀抱——正是因为我们爱得如此深沉
。
    1949年中国解放后，我随萧三为世界和平、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斗争，他用笔和诗及大
量的政治文化活动，我用照相机和摄影机。
我们的爱情经受了多次的考验和磨难，最后的一次也是最严峻的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
在“四人帮”的监牢里被隔离监禁了七年多(1967～1974年)，后来又戴着“间谍”的帽子在家里被软
禁了四年多(1974～1979年)。
尽管我们这种跨国婚姻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下难免要招来非议，给我们造成各种困难，两人又分党内
外，还有长期的国籍不同，他又终生自觉地遵守党纪国法，不能向我吐露他许多“内部情况”，但萧
三和我从未丧失彼此间的信赖，哪怕只是一瞬之间。
我们彼此太了解了，相互之间从未隐瞒过任何事情。
我们都坚信，善与真必胜。
我们没有想错。
    几十年的岁月中，我们的爱情就如童话书里的故事那样历尽磨难而始终不渝。
尽管我们有过个人间的矛盾，曾经一度分离，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各自付出过不少的代价
，我们那至大之爱，仍把两颗心联结在一起达48年又3个月之久，直到萧三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在1983年2月4日离开了我们和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
正是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和平和光明的前途，萧三奋斗一生，死而后已。
    叶华    1985年11月6日北京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一见钟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一见钟情>>

内容概要

萧三，是毛泽东的同学，他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出版家、作家。
他和妻子叶华的婚姻是当时唯一被批准的跨国婚姻。
当还是少女的德国姑娘叶华与才华横溢的诗人萧三在莫斯科相遇时，她们一见钟情，从此也开始了二
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

一个是天真的来自资本主义富裕国家的少女，一个是坚贞的来自战火连天的中国的革命诗人，他们完
全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们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他们的爱情也不可避免的经历文化、信仰
、国籍、感情等各种因素的考验。
他们曾经在延安生活，他们曾经离婚多年，他们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一起关进了秦城监狱。
全书用纪实的手法描写两人从青春少年到白发苍苍，历经坎坷、磨难却又精彩万分的人生之路。
本书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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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华，原名Eva
Sandberg（1911~2001），出生于德国，著名摄影家。
30年代初在瑞典接受左翼思潮影响。
1934年在苏联与萧三相遇，次年结婚。
1940年到延安，1943年返回苏联，1949年定居北京，1951年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
同年随萧三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工作，1953年回国，1964年加入中国籍。
“文革”前后蒙冤15年。
新中国建立后，拍摄了反映中国人民生活与建设的大量图片和纪录影片。
在国内外出版的摄影画册有《北京》《京剧》《西藏》《西藏星光灿烂》《小鬼》《中国和她的面孔
》《中国——我的梦，我的爱》等等。
她在各国出版个人回忆录，多次举办题为《中国，梦想成为现实》的个人摄影作品展。
她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宣传和民间外交事业，虽经沧桑，然
而赤诚之心奉献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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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就是说要我等着，但我却不愿意老等着。
我只看见，这里人人都在工作（这一切工作场面本来都可以拍摄下来）：外国医生都在医院或门诊所
工作，他们上门到病人家里探望，还有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给所有的领导同志看病。
苏菲在鲁艺学习，周末才回家。
萧昆也在鲁艺工作，并且就住在那里。
我缠着萧三要求一定要出去工作。
他也找不少人谈了，甚至连毛主席也找过。
不过已经有医生和助产士，人家不需要我做助产工作。
后来我当上了延安保育院和延安八路军子弟学校的顾问。
延安女子大学也请我到她们的幼儿园里去帮忙做好小孩子的营养和教育工作。
鲁艺幼儿园也请我去帮忙。
再以后，老马和米大夫为我在门诊所里安排了妇幼保健指导工作。
这些听起来都是挺好的，但实际上都不是经常性工作。
所谓顾问，就是时不时地到幼儿园或小学校去转一转。
到妇幼保健指导站来接受指导的年轻母亲寥寥无几，而且还是老马或者米大夫有时叫她们来的。
在延安，妇幼保健之类都没人听说过，而且我说的人家愿不愿听，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于是我慢慢地感到，我在这里根本没人需要，人家之所以让我做这些工作，只是想给我一点安慰，让
我有点事情做。
我对工作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若是搞摄影，本来是不受语言限制的，而任何其他工作，都离不开语言。
我也学着讲汉语、读中文和写字。
不管我走到哪儿，一有机会我就蹲在沙地上学着写方块字。
渐渐地我能用汉语同别人作简单的交谈了，不过萧三和别人之间的比较认真的谈话，我还是听不懂。
每次萧三带我到人家那儿去，我总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好像挂在他身上的一件毫无用处的小装饰
品）。
我们这些在延安的外国人用英语进行政治学习，但是脱离工作实践，学习的内容和陌生的术语我几乎
一点也听不明白。
《解放日报》我是看不懂的。
来看望我的只有王若飞的爱人李培之，但次数也不多。
她能讲一点俄语。
我相信，她理解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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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萧三诞辰115周年、叶华100周年，萧三去世近30年、叶华整10年的年份。
和萧三一样，叶华一生的贡献，临终和去世以后也得到中国党和政府以及国际舆论充分的肯定。
在她90岁生日的前夕，生命垂危之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中宣部、新华社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
志到家里为她祝寿，对此作了完整的表达。
国内外报刊杂志也作了广泛的宣传。
她去世之后，除了中国各界人士，德国和俄国的驻华大使和许多外国友人，都参加了追悼活动。
    萧三、叶华离去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生活的许多细节在活着的人心里逐渐在淡化，而他们
的贡献，他们人生的真谛和内涵，其分量反而逐年加重。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萧三、叶华携手走完他们的人生历程，而把他们混为一谈。
萧三绝不仅仅是叶华的丈夫(叶华也绝不仅仅是萧三的夫人)，叶华写的只是她心目中的丈夫，他们共
同的悲欢离合和白头偕老的爱情故事。
比如说，对萧三中文的诗文创作和社会发言，她了解的就很少了。
她述说的只是渗透萧三后半生的某种传奇色彩，通过她的视角即使着实引人关注，却也不能一叶障目
：这毕竟只是萧三立体人生的。
一部分，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它不能代替或涵盖萧三完整的形象和人格，他丰富多彩的人生道路、革命经历、社会活动、文学创作
和人际关系。
(包括至今已经发表的其它几本有关萧三的传记和回忆录，在提供了有关他的丰富信息和资料的同时，
对萧三本人以及他与作者的关系，也同样难免有见仁见智的诠释。
)    叶华在本书中的回忆，写到萧三的追悼会为止。
对之后的事，她只在1986年纪念萧三诞辰90周年和1992年所作的两篇后记中，做了只言片语的补充。
其实叶华晚年可以说比萧三更幸运。
平反后，萧三只有3年弥补损失的时间，常常还得住在医院。
叶华却赢得了整整20年的时间。
她比“文革”前成熟很多，而且的确再次焕发了青春，精力充沛、高质量高效率地度过了她的晚年。
    在这20年里，对于萧三和叶华发生了不少有意义的大事。
萧三诞辰100周年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三部《萧三诗文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以纪念版的形式再版了已重印二十多次的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上下集。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党史的学者时不时会研究到萧三及其著作。
叶华晚年终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她的摄影展，出版了这本回忆录的第一版及中文版摄影画册。
在国外，在德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又陆续举办摄影展。
她去世之后，在德国，路德维希基金会和德中友协，还有法国，也继续举办她的展览，刊登发表她的
作品。
国内摄影界也逐步认识到叶华作品当初的超前风格。
萧三、叶华以这样的方式超越了他们的死亡。
    在家庭生活方面，叶华86岁那年，迎来了意外的惊喜：维佳与和平先后给她添了两个孙女儿——萧
成和萧遥，令老人家激动万分，因为此前萧三膝下儿子辈、孙子辈里纯一色都是男孩儿，没有一个女
孩儿。
叶华觉得那又是一股春风向她吹来，两个漂亮的女娃儿成了她的掌上明珠。
    萧三去世后，叶华曾经深情地表示：“只要我还活着，萧三就会通过我的工作而不断复活⋯⋯他将
一直留在我心中，直到我生命终结之时。
”这是她的肺腑之言，她也以超乎寻常的行动和气派履行了自己的这份诺言。
在她人生的最后一年里，她与疾病作着顽强的斗争，临终仍一如既往和已经故去17年的丈夫说话，曾
经多次感慨：“埃弥呀！
我现在才体会到你走时受了多大的折磨，有多么痛苦啊！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一见钟情>>

”令守护身旁的亲人十分感动。
    叶华2001年11月度过了90岁生日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安然离世。
萧三在京的五个儿子，萧立昂、萧维佳、萧和平，包括甘露之子萧铁塔和萧平，携家属参加了叶华遗
体告别和追悼活动。
萧三的大儿子阿郎及夫人因年迈多病，未能来京，从莫斯科发来了情深意重的唁电。
    母亲的离去，儿子们受到深重的影响。
有的心情忧郁，长时间缓不过来；有的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有的深受刺激，患上重病。
兄弟三人始终怀念父母，永远纪念他们的生日，年年祭奠他们的亡灵。
孙子们——萧实、萧践和萧虎，给了奶奶足够的临终关怀，一直怀念曾经与她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可惜两位老人都没有活到重孙子辈——萧践的儿女萧毅承和萧毅蒙——出生，否则他们该有多么兴奋
与快乐！
    萧三、叶华的后代从失去至亲的悲痛中最终都大步走了出来。
他们带着父母永不磨灭的精神遗产，以各自的方式乐观进取、洁身自好、与时俱进地生活着。
他们会继承父母的遗志，继续为世界的和谐与和平事业贡献一己之力。
    历史依旧滚滚向前地推进，生活依然在继续。
在中国和世界的巨变中，在萧家世代子孙的心里，萧三、叶华的英魂永葆青春。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一见钟情>>

编辑推荐

《我们一见钟情:我与萧三》编辑推荐：萧三，原名萧子障（1896～1983），湖南湘乡人，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国际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
早年在东山学校及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曾与毛泽东同学多年。
1918年参与创建了“新民学会”。
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与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人一起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
加入共产党。
后赴莫斯科学习，1924年回国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历任共青团湖南区委书记、团中央代理书记
等职。
此后，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代表长驻苏联10年期间，用俄文发表了大量的诗文，有力地宣传了中国
革命和工农红军、宣传了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在国际上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
1939年春回到延安，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友谊和文化交流而奔走中外13年。
“文革”前后蒙冤17年，平反后，壮心不已3年有余。
他的重要著述已整理成《萧三文集》《萧三诗选》《和平之路》《伏枥集》等出版，所撰写的《毛泽
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以及翻译的《国际歌》广为流传、
影响深远。
我们的爱情就如童话书里的故事那样历尽磨难，而始终不渝，尽管我们有过个人间的矛盾，曾经一度
分离，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各自付出过不少的代价，但我们那至大之爱，仍把两颗心连结
在一起长达48年又3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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