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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追梦

蒙达尔纪，法国首都巴黎以南 100多
公里处一座约 1.5万人口的小城。日前，
记者驱车前往那里，寻访早期中国共产
党人留下的印迹。

雷蒙特列街 15 号，是一栋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三层建筑。百余年前，这里
活跃着一群中国勤工俭学青年。如今这
里是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纪念馆，陈列有
照片、文件、用具等近千件展品。馆长王
培文介绍说，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罗
学瓒等革命先辈，有的曾在这里居住，有
的在这里参加过活动。

“参观者来到这里，看着这些朝气蓬
勃的面孔，追忆他们‘勤以做工，俭以求
学’的奋斗岁月，总是连声赞叹，敬佩不
已。”王培文告诉记者。

一张张斑驳的老照片，一个个坚毅
的新青年。他们不远万里而来，为的是
追求文化知识，为的是救国图强。

鸦片战争后，中国走上“睁眼看世
界”之路，历经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
变法等一系列痛苦失败。辛亥革命结束
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但中国社会
积贫积弱，先进知识分子仍在苦苦探索
救国兴邦之路。

在“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
国”理念激励下，倡导留学欧美成为社会
风潮。百年前的法国，因其先进的工业
文明和大革命传统，对中国影响颇大。
热心教育事业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积
极倡导和组织青年知识分子留法学习。

1919 年 3 月 17 日，上海汇山码头。
89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登上日轮“因幡

丸”，他们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批学
生。此次出发相当轰动，社会各界举行
了盛大欢送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在梳理
史料过程中发现，1919 年 3 月至 1920 年
底，有记载的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分 20多
批乘坐轮船从上海黄浦江沿线各码头出
发，赴法学生累计约 1600人。

蒙达尔纪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重
要活动地，当地人也引以为傲。2014 年
邓小平诞辰 110周年之际，蒙达尔纪市把
火车站前广场命名为“邓小平广场”。
2019 年，以浮雕形式再现中国青年求学
风采的《百年丰碑》雕塑又落成于此。

漫步这座河道交错的秀美水城，纪
念这段特殊历史的“伟大足迹”指示牌多
达十余个，一条红色旅游路线已于 2015
年开辟，将中国勤工俭学生当年足迹如
串珠般穿起。

对中国记者的到访，蒙达尔纪市市
长伯努瓦·迪容热情相迎。蒙达尔纪市
政府所在的建筑，正是昔日中国青年就
读的男子公学。

聊起百年前的那场留学潮，迪容说：
“他们大都是中国各省份的优秀学生、中
国知识界的杰出人物，来法国寻找进步
之路。”“通过阅读文献、阅读卡尔·马克
思，可能也通过接触本地居民和当地工
厂的现实，他们发现了共产主义，随后又
投身中国革命。”

风雨锤炼

从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向西北走
几十米，转进寂静的戈德弗鲁瓦街，街口
墙上有一块纪念牌，牌上的头像浮雕是

国人倍感亲切的英俊面容，每每引人驻
足良久。头像下方有金色的法文说明
——“周恩来，1922 至 1924 年留法期间
曾居住于此”。

如今经营旅馆的华人夫妇领记者走
进周恩来当年居住的房间。房间现已改
建成标准间。当时，这里只是一间面积
仅七八平方米、没有卫浴设施的简易小
屋。

身居斗室的周恩来一刻没有停止对
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他白天勤
工俭学，晚上给天津《益世报》等报刊撰
写通讯，并发起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党（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身），
开展党团活动。

由于经费不足，许多勤工俭学的中
国青年需要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时年
16岁的邓小平仅在学校学了几个月法语
和商贸，就被迫打工谋生。在法国的 5
年多时间里，他辗转于钢铁厂、橡胶厂等
地打工，也曾从事各种脏累的杂工。

艰苦的求学和做工经历，使邓小平、
陈毅等一大批勤工俭学生深刻了解工人
阶级所受剥削，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有
了直接认识。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影响下，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
命道路。

其中，蔡和森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1919 年
底，蔡和森怀着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
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他在法国感受
着异国文明的冲击和思想潮流的激荡，

“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共产
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宣传俄国十月革
命及各国工人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者。

1921年，由于形势变化，勤工俭学的
学生们开始奋起争取自身权益和维护祖
国利益。他们首先在 2月发起向北洋军
阀政府要“生存权、求学权”的求学运动，
随后又在 6月开展反对当时北洋政府向
法国秘密大借款的爱国行动，9月进行了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奋勇抗争。

法国当局拘捕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
一座楼房的抗议学生，将他们临时拘押
在蒙吕克军事监狱。

现如今，这所监狱早已停用，但基本
保留当年的格局。铁丝网密布的高墙耸
立，只见一座灰色三层楼房的主体建筑，
楼内监舍狭小阴暗，只有接近天花板处
一口小窗透过一丝亮光。资料记载，蔡
和森、赵世炎等人被拘押在这里时，并未
放弃抗争，曾发起绝食。

顽强抗争的学生最终被法国当局遣
送回国。里昂新中法大学协会副主席、
法中友协联合会主席阿兰·拉巴告诉记

者：“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在这次运动中得
到成长和锻炼，他们中的一些人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
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学习中进步，在斗争中成长，在寻
找中发现真理……北起莱茵河畔，南至
马赛港，这些学生行列中的佼佼者，在法
国大地上留下了改变中国和世界进程的
红色印迹。

余音回荡

同一时期，在德国中部哥廷根大学，
在比利时南部沙勒罗瓦劳动大学……也
活跃着一批怀抱留学报国梦想的中国青
年。他们在求索，如何“以（西方）科学与
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
发展”。

哥廷根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千年古
城，以诺贝尔奖得主辈出的哥廷根大学
闻名于世。该大学中国学联的网页上，
至今还可以看到朱德留学情况的简介。

“他（朱德）是学联的第二任主席。
他向哥廷根民众介绍中国，努力让德国
人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中国哥廷根学
联主席王佳雯说，朱德的故事在学生活
动中总会被提及，一直激励着留学生的
爱国、报国情怀。

在哥廷根市档案馆，历史学家罗尔
夫·科尔施泰特在一大摞有关中国留学
生的材料中，为记者翻出一张贴有朱德
照片的泛黄的登记卡。年轻的朱德身穿
西装，系着领带，浓眉下双目炯炯有神。

近年来，来哥廷根的中国游客多会
特意前往朱德曾经住过的房子。那是位
于普朗克街 3号一幢两层带阁楼的红色
砖房，正墙上挂着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
念牌匾，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
人民共和国元帅”等字样。

比利时南部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创
始于 1903年，曾是欧洲著名的工业技术
学校之一。该校图书馆管理员、历史学
家维利·普塞尔向记者展示了聂荣臻、刘
伯坚、何长工等人当年在这里学习的珍
贵资料。

聂荣臻 1921年来到劳动大学，次年
被录取到化学工程系。在校期间，聂荣
臻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
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著作，寻找
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

1922 年 8 月，聂荣臻在沙勒罗瓦劳
动大学加入了中国留欧学生在法国成立
的共产主义政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从此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
路。

经过勤工俭学运动的洗礼和深入的
理性思考，许多青年学子感到“实业救

国”的愿望非常不现实，要想拯救国家和
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
食，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在日
后中国的革命、发展、改革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此后，一大批留学人员远赴苏联、东
欧学习，成为祖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
要力量。1978年，为加速人才培养、学习
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
验以及其他有益的文化以适应国家四个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作出扩大派
遣留学生这一重要战略决策。

这一指示开启了新时期我国大规模
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翻开了我国出国
留学工作的新篇章，其历史意义不仅在
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吹
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声号角。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说，百余年的留学
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他指
出，他们“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为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建
立了不朽功勋”。

“勤工俭学经历给了他们远大的目
光、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正是这三
个常人难以具备的特质，让他们脱颖而
出，成为革命的引领者。”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端木美分析
道。

“当代中国青年，特别是海外留学的
青年，要多多走出去，要很好地观察世
界，观察不同制度的社会，然后进行思
考，这是非常关键的。”她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中国共产
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之际，法国蒙达尔
纪森林中学、中国湖南浏阳市第一中学
再度开启“云课堂”。相隔万里，跨越百
年，两地师生一同走进中国旅法勤工俭
学运动的历史华章。

“周恩来、邓小平的肖像照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强烈的
情感。”

“如果穿越去勤工俭学，我也要适应
环境、积极学习，不忘祖国，随时准备报
效祖国。”

……
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你一言我一

语。革命先辈熠熠生辉的青春岁月，令
一代又一代青年心怀激荡。有理由相
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的追求、期
待国家富强的梦想，会继续启迪后来者；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欧洲留下的红色足
迹，必将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上披荆斩
棘、奋勇前行！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寻访红色足迹 追随复兴梦想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旅欧勤工俭学启示录

这是这是20212021年年33月月2222日拍摄的法国蒙达尔纪火车站前的日拍摄的法国蒙达尔纪火车站前的““邓小平广场邓小平广场””。。

这是 2021 年
4 月 11 日在法国
巴黎十三区戈德
弗 鲁 瓦 街 上 的

“海王星旅馆”外
拍摄的带有周恩
来头像浮雕的纪
念牌。

这是2021年
4 月 16 日在德国
哥廷根拍摄的普
朗克街 3 号朱德
故居。

这是 2021 年
3 月 22 日在中国
旅法勤工俭学蒙
达尔纪纪念馆拍
摄的邓小平当年
在法国的居留登
记卡和工作档案
卡。

这是2021年4月20日在比利时南部城市沙勒罗瓦拍摄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图书馆。

时光倒流百年。有这样一批批年轻人，他们远渡重洋，
来到欧洲这个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一边勤工俭
学，一边学习，探究救国图强之道。

当时的中国，列强环伺，内忧外患；当时的欧洲，社会变
革，思潮激荡。

这些年轻人中的杰出代表，在学习和斗争中发现真理，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
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今的中国，已然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的欧洲，依然留有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
寻访初心，追梦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