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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长孙的寻根之路 

 

阿廖沙，刘少奇的长孙，在俄罗斯隐姓埋名数十年，只在 5 岁时

见过爷爷一面，就连自己的父亲在“文革”中自杀的消息，也是在父

亲死后 20 多年才得知的。2003 年，经过多方努力，他才第一次踏上

回乡之路。他怎么会在俄罗斯？为什么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阿廖沙的奶奶叫何宝珍，是刘少奇早期的革命伴侣。1923 年 4

月，何宝珍与刘少奇结婚，后即随刘少奇辗转各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4 年，何宝珍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两人生育二子一女：长子刘允

斌、次子刘允若，长女刘爱琴。 

刘允斌就是阿廖沙的父亲。1925 年刘允斌出生于安源，后被送

回湖南宁乡县炭子冲刘少奇老家。1938 年 7 月，由刘少奇二哥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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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将其送到延安刘少奇身边。1939 年 9 月，周恩来去苏联疗伤，将

刘允斌、刘爱琴带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1945 年，刘允

斌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毕业于苏联钢铁学院的刘允斌

在莫斯科大学与同学玛拉·费多托娃结婚，于 1952 年、1955 年生育

女儿索妮娅和儿子阿廖沙。 

1955 年，刘允斌获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副博士学位。刘少奇

要求他回祖国工作。回国后，刘允斌在内蒙古包头参加了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8 年玛拉带索妮娅和阿廖沙来中国居住了十

余天，回国后与刘允斌离婚。当时，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玛拉母子与

刘允斌失去了联系。1967 年，刘允斌受到迫害，于 11 月 21 日在包

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阿廖沙在俄罗斯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他都没有在亲属栏

中填写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说起其中缘由，阿廖沙解释说：在那

个年代，中苏关系正处于恶化时期，克格勃监视他们一家。玛拉为了

他们的安全，带他们躲回老家。在上学期间，阿廖沙改跟母亲姓。“除

了考虑安全外，我们也不想炫耀，不想让人知道我们有这么伟大的亲

属。” 

阿廖沙以优异成绩从航空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航天指挥中

心工作，以军人身份从事着苏联国防的尖端科技研究。 

长期以来，阿廖沙一直都想和刘家取得联系，无奈两国关系紧张，

一直到 1987 年他才有了刘家的消息。自此，他就有了回国的想法。

1998 年刘少奇诞辰 100 周年时，中方向阿廖沙发出了请他参加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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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邀请函。然而，这封邀请函却被俄有关部门扣留了，原因是阿

廖沙在国家机密单位做了 20 多年职业军人，按照规定必须要等到退

役 3 年后才可以出国，而当时阿廖沙还未退役。阿廖沙知道后非常焦

急，甚至以“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为由向俄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当一

切努力都失败以后，他选择了提前退役，希望中国之行能够早日实现。 

2003 年 4 月，他终于和妻子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路。当他第一

次到中国驻俄大使馆办理签证，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孙子时，工作人员

竟然也是惊讶万分。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他的存在。工

作人员把他的护照拿进去，过了很久才出来，告诉他，他们核实过了，

确实如此。 

获准出国后，阿廖沙与妻子迫不急待地飞到了北京，和奶奶王光

美高兴地相认，并和爱琴姑姑住了几天，接着便直抵湖南老家认祖归

宗。 

 

 

 

 

 

（摘自《湘潮》2007 年第 12 期   肖冠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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