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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本报德州 11月 28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高德刚

周国伟) “对不起，经我们网上
核查和档案核实，显示您已于
2010年 8月 18日在济南市办理
了结婚证，请如实填写声明书，
并出示能证明您单身的相关证
件后再来办理结婚手续！”2 4
日，一对到德州市临邑县婚姻登
记处办理结婚手续的情侣，男方
隐瞒婚史，被工作人员识破。

原来张先生于2010年在济
南结过一次婚，后因与妻子性格
不合等原因，以一份“口头协议”
各奔东西。今年 3 月初，小张认
识了现在的女友，两人想领取结
婚证，但是小张考虑与原配离婚
会很难征得其同意，而现任女友
又不想让父母知道男友有过婚
史。两人一商量，决定对父母和
婚姻登记机关“瞒天过海”。

两人不知道的是，临邑县婚
姻登记处已于 7月 25日启用全
国婚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实
现了全省联网办理婚姻登记业
务，网上核查后，当事人的相关
记录都会显示出来，便出现了开
头一幕。

据统计，临邑县自实行全省
婚姻登记联网以来，已使 13 名

“隐婚”登记者“现形”。

“对不起，

你已登记结婚”
婚姻登记联网

让“隐婚”者现形

一战华工日记90年后现广饶
生动记录华工的苦难艰险，个别章节或成唯一史料

蒋德山祖父的日记记载，当时劳
工挖战壕、送炮弹、抬伤员、在工厂做
工的，甚至还负责种地，祖父蒋镜海
在日记中记录了不少生活中的苦楚，
还有对华工死亡的痛惜之情。

日记中有一段文字，大体意思
是：在一处营地中，十几名华工围
聚在一起露天就餐，忽然一声巨
响，刚刚还凑在一起吃饭的华工全

部丧身，原来，德军撤退时在附近
埋下了炸弹。

“西历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十
一月十一日十一点整，阴历十月初
八，欧战告终。现将列国死伤人数
列后……”蒋镜海用繁体字工整地
记录了一战结束时的情形，并写了
小诗歌来表达自己对战争结束的
喜悦。 本报记者 王超

格日记摘录

十几名华工

吃饭时被炸飞

本报东营11月28日讯(记者
王超) 近日，广饶县的蒋德

山老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他个人
收藏的一本日记，这本日记是
他的祖父蒋镜海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被征到欧洲做劳工时
所写。一本小日记，记录了一段
九十多年前的大历史。

一战期间，英法两国曾从
中国招募14万华工，驰援欧洲
战场。“这些华工大多是农民，
尽管对一战作出重大贡献，但
由于各种原因，他们逐渐被人
们忘却。”蒋德山说。

蒋德山说，1917年祖父蒋
镜海远赴欧洲。祖父读过书上
过学，算是知识分子，这本日
记，就是他在法国做华工时写
成的。祖父于1921年回国，此后
在本村创办学校，义务教学。

“正月里梅花开迎接新
春，闻听说大英国来招工人，
修铁路保马路整理房舍，绝不
派战斗事扛炮当军……”从日
记中可以知道，蒋镜海从青岛
坐船出发后，经过了两个多月
才到达法国的华工分发地，他
们是以修铁路为名去的，却大
部分被送到战场上当劳工，不

少人客死他乡。
“九月里菊花黄寒风又凉，

可叹俺华工人缺少军装，合同
上言明是一概都有，为甚么天
冷了不换……”这是蒋镜海的
日记中《十二月歌》的文字。

“以前在箱子里不知道，整
理书籍时才发现。”蒋德山说，
日记本是一个300多页厚的本
子，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这
首《十二月歌》，就把华工的苦
难经历描写得感人肺腑。

日记中还有蒋镜海写的
很多诗歌与短文，甚至各参战
国的伤亡人数，“他可能是看
到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后记录
下来的。”蒋德山说。

蒋德山还找到了日记中
有关当时华工的一些规定章
程，他说，祖父曾参与组建旅
欧同人会，制定了《旅欧同人
会简章》，把在欧洲的华工组
织起来，互相帮助。日记中记载
的《旅欧同人会简章》，证明华
工在外国时有自己的组织，恐
怕是这方面唯一的记录。

蒋德山在翻看祖父的日记。
本报记者 王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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