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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党前后，周恩来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 从 １９１８ 年初起，在日本求

学的周恩来与日本华侨首领王希天交往频繁，共同开展爱国活动，这是他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的滥觞。
１９２０ 年底，周恩来远赴欧洲勤工俭学，与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苦力的数万华工广泛接触交往，并
以他们为基础开展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培养吸收华工先进分子袁子贞等参加中共党团组织，进一

步探索对华侨统一战线的实践。 １９２４ 年秋，周恩来回国到中共广东区委任职，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

任，与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真诚合作共事，开创对归侨统一战线工作的范例。 综上所述，说明周恩来是

我党对于华侨统一战线的最早探索实践者，并构成党的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在当时

的背景及时代条件下，周恩来对于华侨统一战线的探索实践是初步的，有待于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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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最
早探索者、开拓者和实践者，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周恩来早年相继到日本求
学、欧洲勤工俭学，回国后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因此他有机会有条件与华侨接触交往。 据笔
者考察，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中，周恩来与华侨接触交往与合作时间最早、最长，关系最密
切，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卓有建树。 本文拟对以往缺乏研究的周恩来早期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的探
索实践加以探讨。

一、与日本华侨最早接触交往

周恩来是何时开始接触华侨并与之交往的？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考察，应该是在日本求学期间。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求学补习日

文，备考公费留学生，１９１９ 年 ４ 月中旬离开日本回国，在日本一年半左右。 周恩来当时求学日记中有
零星与日本华侨交往的记载。 如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６ 日（星期天）的日记记道：“晨起往寻朴山，未遇。 见
希天、介眉谈许久。”这里的“希天”即旅日华侨工人首领王希天。 这是笔者见到周恩来最早与华侨交
往的记载。 此后周恩来的日记中多次提到王希天。 如同年 ２ 月 ２５ 日日记中说：“下午往经理员处报
名。 归来希天、涤愆先后至。 晚谈至十二钟寝。”①随后 ５ 月 ７ 日、９ 日日记又三次提到王希天。 这是
周恩来与华侨最早接触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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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８ 年 ５ 月初，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密谋签订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消
息传出后，激起中国留日学生强烈反对，各校留日学生代表共议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号召全体留学
生罢学归国，以示抗议。 周恩来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积极参加各种相关集会，散发爱国传单，成为爱国
斗争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至 ５ 月底，要求归国的学生近 ３０００ 人，引起北京政府的恐慌。 周恩来在 ５
月 ５ 日日记中记载了留日学生活动的情况。 这天是阴雨的星期天。 “今早外间议论益歧，余因蓬、
涤、希三兄均为返归主干人物，故今日首见涤愆，与代议办法多条。”此日留日学生召开代表会议，与
会者因“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议决救国办法 １４ 项，第一项为由全体留日学生组织
“大中华民国救国团”；第二项为“本团以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为宗旨”。 随即各省学生组织先发
队回国到京沪活动。 为解决活动经费，“向在日侨商募集捐款”；“向侨商募捐员，由广东、浙江、福建、
山东四乡同乡会各举二人由本团给予信任状，前往分头募捐”。① ５ 月 ９ 日日记记载：“希天发布至神

户可购船票事。”②从周恩来日记反映出，发起组织这次反帝爱国活动的主体是中国留日学生，周恩来

则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之一，日本华侨王希天是这次活动的“主干人物”，这次活动争取的对象还有旅
居日本的侨商。 说明周恩来通过这次反帝爱国活动，与中国旅日学界、侨界交往范围的扩大，从与华
侨个人交往扩大到与群体交往。

王希天与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与国内学生一道开展救国活动，后因感到北京政府腐败无能，救
国希望渺茫，遂返回日本活动。 然而，王希天的爱国行动及其救济华工义举，为日本浪人、军警及地方
当局所不容并埋下祸根。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初趁日本关东大地震混乱之际，王希天及当地 ３００ 多名旅日华
侨被残杀。 血淋淋的事实说明日本浪人、军警对华侨极其血腥残暴，日本政府当局对华侨的冷漠无
情。 对于王希天等众多日本华侨惨遭屠杀，北京政府软弱无能、维护侨益不力。 这时已远在欧洲勤工
俭学的周恩来闻讯异常愤慨，特于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撰写《三百多条生命换来这样三条要求》一文，发
表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主办的《赤光》杂志第 ７ 期上，谴责日本军阀、浪人及当局血腥残暴，揭露北京
军阀政府软弱无能，文章说：

关于日本军阀浪人乘着日本大地震后人心慌乱的时候，惨杀华侨三百多人，并华工共济会会长王

希天一案，经北京政府派王正廷赴日调查的结果，北京外交部仅根据他的报告，向日本驻京公使芳泽

提出照会，作下列三个要求：
一、日本政府关于此案之调查及惩罚应请逐次发表；
二、日本政府对于受害者应从速支付抚恤金；
三、日本政府应担负此后不得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死了三百多条生命，经了各方面的呼吁，只博得区区这样三个要求，比起临城案绑了十几个外国

人便闹得全国翻腾，自北京总统以下都吓得唯洋人大人之命是从的那番景象，真觉得中国人的生命自

视得比狗还贱了，更何敢比于洋大人。
总之，中国人遭各帝国主义者的蹂躏、贱视、残杀，无处非然。 如最近传出的美侨残杀中国水手

（事载《工人旬报》第四十二期）和日商逼死贾初敏二案，事情重大，固不能比诸留日侨胞三百余之被

杀，但被压迫的中国人，无分有产阶级之同被各国帝国主义者欺凌则一，在勾结外人的军阀统治下的

中国政府之不能为中国人索命尤属当然事实。 我们永不要信这般列强与军阀互相勾结的现时中国政

治，能有希微保护我们国民生命之望了。
生命悬在他们手中，怕死也要死，死里逃生我们只有出于革命一途。 报仇雪恨在是，救国安民也

在是。③
文章对王希天等 ３００ 多名日本华侨遭到无辜惨杀无比痛心，对军警、浪人及日本政府当局残忍暴

行极其愤慨，对北京政府软弱无能交涉结果十分愤怒，进而推及美国等国华侨处于同样悲惨命运，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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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军阀与列强相互勾结的黑暗政治，指出“报仇雪恨”、“救国安民”、改变命运只有“革命一途”。 显
示出周恩来将保护华侨与革命救国紧密联系起来的远见卓识。

考察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与当地华侨接触交往表明，他既有与华工首领王希天个人的直接交
往，也有与商界等华侨群体的间接交往。 这些交往活动具有鲜明的维护祖国权益和保护华侨利益的
性质，可谓是他争取华侨参加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爱国活动的初步尝试和探索。 还需要说明的是，周
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传到日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在日本传
播兴起之时，周恩来在此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初步阅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幸德秋水的《社
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河上肇的著作《贫乏物语》及其主办的杂志《社会问题研
究》等书刊。① 尽管还不能说周恩来这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比起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他确
能更早地、更多地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这对他后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有所助益。

二、以旅欧华工为基础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等协约国千百万青壮年劳动力应征参军到前线作战，数百
万人伤亡，后方劳力极度匮乏，这些国家便到中国大肆招募华工到欧洲战场服劳役、充当炮灰。 当时
北京政府站在协约国一方，积极配合招工活动，遂在较短时间内征募约 ２０ 万名华工赴欧洲战场，后有
四五万华工伤亡。 战后大多数华工回国，有部分华工留在当地谋生，成为欧洲华侨的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赴欧洲勤工俭学热潮，主要为留法勤工俭学，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赴欧勤工俭学青年达一千六七百人，其中有少部分人留居当地成为华侨。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中
旬，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届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从此，周恩来开始了与欧洲华
侨（主要为华工）的接触交往。

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留下了较多资料，但直接与华侨有关的不多。 笔者见到的周恩来留法勤工
俭学留下的第一份与华侨有关的文献，是刊载在《留美学生季报》 （留法学生组织励志社主办）１９２１
年夏第 ２ 号的《留法学界来函》。 其内容为“关于交涉销毁恶劣影片事”，函末所加按语如下：

按：恶劣影片，流行远近，最足惹起外人注目。 法国留学界此举，为顾全国家名誉计。 吾人当极表

同情，固无待言。 至美国戏院开演类似之画片，亦属不鲜。 我国使馆以为数太多，对于华侨请愿，往往

未能照办。 惟各地侨胞设法阻止开演者，亦时有所闻。 如年前德郡侨商运动西商会，要求该埠自治局

禁止银湖戏院开演华人地狱画片；舍路埠侨胞请求该埠官厅禁演黄祸影片，均达目的。 大埠国民外交

会，对于狮子恶画交涉，亦得警厅同意，将毁坏华人名誉之恶劣部分删除。 此外，他埠爱国侨商自行集

资收买戏院，令其停演相类劣画者，亦不一而足，具见热心爱国，顾全名誉，人各有同情。 惟望以后各

埠侨胞，继续尤效，分别进行……
　 　 　 　 　 　 　 　 　 　 　 　 　 　 　 　 　 　 　 　 　 　 飞识②

“飞”为周恩来早年较常用的笔名。 此按语的内容是介绍并赞扬华侨维护国家名誉，请愿反对拍
演毁损我国名誉影片的美国等国戏院；敦促我驻外国机构进行交涉，“以消患于未萌”。 这是周恩来
报道、评论欧美等国家华侨维护祖国名誉的爱国义举。

周恩来旅欧期间，特别留意考察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发展动向及华工们的悲惨处境，并以天津《益
世报》驻欧记者身份，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维持生活。 据不完全统计，从 １９２１ 年至 １９２２ 年初，他
给国内报刊写了 ５０ 多篇达 ３０ 多万字的相关通讯报道和评论文章。 与此同时，周恩来始终不脱离勤
工俭学学生队伍，带领他们勇敢地同中法反动势力作斗争，积极争取旅法华工参加斗争并成为后盾。

１９２１ 年夏，北京政府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赴法密谋中法实业大借款，意在挽救法国在
华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中法实业银行，并趁机购买军火穷兵黩武，实际上是向列强卖国借款以发动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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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６ 月 １６ 日，周恩来从法国报纸获悉北京政府官员到巴黎与法国政府密商借款消息后，立即和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先进分子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工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并注视中法借款动

向。 同时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策划旅法华工会等 ６ 团体数次集会，组织成立反

对借款委员会，领导反对借款斗争，发布六项拒款活动，并发表《拒款通告》，指出：“中法借款如果成

立，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政府卖国行径；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

争”。① 反对借款委员会将《拒款通告》散发至法国、英国、德国各界及侨胞中；通告国内各团体及美

洲、南洋华侨、留英留德学生会，劝其一致力争。 还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
在法国报纸上刊登。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撰写《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
多篇通讯报道，揭露北京政府勾结法国政府卖国借款活动，报道旅法华侨华人开展拒款斗争的情况。
６ 月 ３０ 日，周恩来和赵世炎、李立三、陈毅、袁子贞等策划，由旅法华人各团体召开有 ３００ 多人参加的

拒款大会。 会上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侨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通过反对借款宣言书。 拒款大

会最后一致表决通过四项决定草案：
（甲）对于中法借款运动，应请公使负责打销，“否则用相当方法对待”。 打销之后，应即正式发出

中法宣言，用作证据，以释群疑。
（乙）旅法华人正式向各国宣言，在中国真正代表民意之代议机关未恢复以前，对于所有一切借

款，决不承认。
（丙）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法人发出正式宣言，申明拒款主旨，并请其

赞助。
（丁）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国内同胞及各国华侨发出宣言书，并详述中法

借款之主旨及其经过，并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②
周恩来等人组织旅法华侨华人开展的一系列颇有声势的反对借款活动，在法国各界引起震动。

法国政府因怕事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 反对中法借款斗争取得了暂时胜利。
但未曾想中法政府使用了阴谋的缓兵之计，７ 月 ２５ 日《巴黎时报》披露中法借款合同已经商妥草

签消息，旅法华侨华人闻讯群情激愤，再次掀起拒款斗争。 他们纷纷集会抗议，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

人奋起反对卖国借款。 ３０ 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连载于《益世报》，详细揭露
中法借款阴谋内幕，报道旅法华人斗争情况，呼吁国内外各界反对借款。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召集旅法华人各界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

拒款大会，强烈要求中国驻法公使说明借款真相。 公使陈箓胆怯未敢露面，遂指派中国驻法使馆秘书

长王曾思到会说明。 王曾思态度蛮横嚣张，遭到痛殴后服软，被迫代表公使在“反对中法借款声明”
上签字。 “声明”由拒款委员会送达法国外交部、国内各大报馆。 法国政府惧怕事态扩大，只得再次

宣布停止借款，持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取得最终胜利。③ 应该说，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反对北京政府

向法国借款斗争能够取得胜利，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这是周恩来、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精英发动

和领导旅法华侨华人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斗争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一伙土匪在山东临城制造劫车案，其中有一批外国旅客遭到劫持（即前文提到的

“临城案”）。 在解决劫车案中，各列强趁机向北京政府提出在华设万国警察管理中国铁路等行业，妄
图攫取中国铁路的管理等权益。 旅法华侨华人从《巴黎时报》等媒体报道中获悉“临城案”情况，强烈

愤慨，纷起抗议。 周恩来等趁机领导旅法华侨华人掀起一场反对列强企图共管中国铁路权益的爱国

斗争。 ７ 月 ３ 日，周恩来等发起并参加旅法各团体代表在巴黎西郊华侨协社集会，决议开展反对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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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 ７ 月 ８ 日，周恩来与徐特立等勤工俭学生及法国华工负责人袁子贞等 ２２ 个团
体代表在巴黎中华饭店集会，通过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六项具体办法，并成立由周恩来等人组成
的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领导斗争。 １５ 日，在巴黎召开旅法华侨华人 ６００ 多人参加的反对国
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的事情败坏到今天这样地步，完全是由于我
们受资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 “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
义。”会上散发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强烈呼吁：“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
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
的前敌啊！”①３１ 日，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巴黎 ２４ 家报馆记者等出席，一些主持正义
的报纸发表评论，支持旅法华人的爱国行动。 同时国内各界纷纷举行各种抗议活动。 在国内外强大
舆论的压力下，驻北京的 １６ 国外交使团于 ８ 月 １０ 日照会北京政府，未敢明目张胆提出“共管”中国铁
路的要求，其阴谋计划胎死腹中，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斗争取得胜利。

反对中法借款和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斗争取得胜利，是海内外中华同胞共同奋斗的结果，以周
恩来等为首的旅欧勤工俭学生中先进分子争取和领导欧洲华侨华人积极参加上述反帝爱国活动，为
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周恩来对旅法华侨华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实践。 在斗争
实践中，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呼吁“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
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②，已经具有初步的统一战线思想。

在领导欧洲华侨华人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活动中，周恩来积极呼吁为华侨争取实际利益。 据旅
欧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周恩来创办）刊文介绍，经过留法勤工俭学负责人的争取，北京政府
于 １９２２ 年秋汇到法国经费 １０ 万元，作为旅法“侨民教育经费”。 按照原来的分配方案包括勤工俭学
生和华工的教育费用，但最终分配结果却取消了华工的份额。 周恩来在《少年》上刊文《告工友》，分
析了其中的原因，即北京政府无视华工，“因为勤工同学有团体有组织，声势浩大，而劳工朋友没有，
所以当事的人不注意”，“为世界尽劳动义务的华工朋友竟沉沦于人类困苦的最下层，而无法解脱”。
文章表示，我们不是专为十万元而争“侨民教育经费”，也不是对勤工同学而争“侨民教育经费”，“我
们乃是为劳动教育而争‘侨民教育经费’，乃是对中国政府而争‘侨民教育经费’”。 文章最后向劳工
朋友号召：“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更须认清对
象，好轰轰烈烈地做将起来！”③１９２４ 年 ２ 月 １ 日，周恩来又在旅欧中共组织主办的《赤光》杂志上发表
《可希望的旅法华工大团结》一文，对以往华工朋友存在“意气之争”、不能形成团结力量而“遗憾”。
文章对“今年新年大会开过，大家似已觉悟到昔日分裂之非，渐渐都能走拢一起”而感到高兴，并提醒
工友们注意下列二事：“（一）千万不要因些小意见不合，便自立门户；（二）做事切勿忘掉劳苦群众的
真正利益。”④周恩来以上两文闪耀着统一战线思想的火花。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内涵，就是在反帝反封建活动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参加斗争，
形成强大合力，进而取得斗争胜利。 周恩来上述主张和活动，可以说是对华侨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
初步探索。

周恩来到欧洲后，集中精力勤工俭学时间较少，主要考察了欧洲社会并进行大量社会调研活动。
除在法国外，他还到过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考察，主要考察欧洲工人运动，包括华工的劳动、生
活、思想状况，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刻苦自学，学习了英文版的
《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列经典名
著，以及法共机关报《人道报》、英共机关报《共产党人》等报刊。 通过深入考察、学习钻研和反复推求
比较，周恩来思想上发生了飞跃，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如他本人表示：“我认
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⑤１９２１ 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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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① 周恩来加入党组织后，着意发展建立旅欧党团组织，成为中共旅欧组
织的主要发起者、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周恩来在欧洲开展社会调研考察、建立发展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等革命活动中，以旅欧勤工俭学的
先进分子为骨干，以旅欧华工为基础，积极开展华工工作，教育帮助华工觉醒、觉悟，并注意争取和培
养华工领袖及华工先进分子。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周恩来在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给国
内团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旅欧青年团大会上通过的 １２ 项案件，其中第四项为“华工运动问题———
决定维护现在我们同志所主持的‘华工总会’，实力援助《华工旬报》———工会机关报———努力图华工
教育实现，以便吸收同志。”②报告还专门说明了吸收华工领袖袁子贞（化名钟声）为进步组织的成
员。 旅欧青年团把华工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组织中来，并在团组织中安排人分管华工工作。

由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勤工俭学学生先进分子发起组织，１９２２ 年 ６ 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成立，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后经报请国内上
级共产党组织批准，参加少共的成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１９２３ 年春，中共中央安排赵世炎、王
若飞等 １２ 人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经选举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周恩
来为书记，刘伯坚、袁子贞等三人为候补委员。 这样，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旅欧党团工作。 他经
常到巴黎中国留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筹备建立
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团员。 同时通过袁子贞担任负
责人的华工总会对旅法华工进行工作，使华工会成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领导下教育华工的组织，并创
办了《华工旬刊》、华工夜校等。 经过培养发展，周恩来从华工领导人中发展袁子贞等人为团员，后转
为党员，袁子贞还被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委员。 因德国生活费比法国低廉，１９２２ 年 ３ 月初，周
恩来赴德国开展革命活动，和张申府、刘清扬、张伯简等组成德国中共党组织，并与张申府介绍在德国
勤工俭学的朱德入党。 不久，朱德又发展勤工俭学生、暹罗华侨青年许包野为党员。 此间周恩来“积
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来往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③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
后，周恩来积极贯彻执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国民党旅欧总支部及其负责人王京岐合
作，使旅欧国共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有力地配合声援了国内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同阻挠、反对反帝
爱国活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及其党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比较在日本求学期间与华侨的初步接触交往，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对旅欧华侨华人统一
战线的理论实践探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活动方式多种多样，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个人交
往到群体交往，并作了初步的相关理论阐述，表明周恩来对于华侨统一战线思想初步形成。 这为此后
他进一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卓越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三、与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真诚合作

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１９２４ 年 ９ 月周恩来回国。 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不久，正在酝酿
掀起大革命高潮。 周恩来回国后立即投入革命洪流，并在开展国共合作的革命活动中继续探索对于华
侨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其中他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美国归侨廖仲恺的交往合作具有典型代表性。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周恩来授命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 经谭平山介绍，周恩来与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相识，廖对这位年轻有为、精明能干的共产党人印象很好。
当时，创办不久的黄埔军校正缺得力的政治部主任，廖仲恺感觉周恩来合适，便推荐给孙中山，得到批
准。 １１ 月中旬，廖仲恺亲自迎接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工作。 从此，周恩来和廖仲恺为贯彻
国共合作、执行三大政策、推进国民革命，“一起合作共事，亲密相处，真诚无间”。④ 两人纵论天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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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道研究如何开展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廖仲恺称赞周恩来为“共产党的大将”①，欣赏周恩来敏
捷干练、远见卓识，愈加信任倚重。 在周恩来的积极努力下，并得到廖仲恺的支持，一批得力的共产党
人进入黄埔军校承担政治教育工作。 此间邓颖超也南下广州工作，并和周恩来结婚。 周恩来和廖仲
恺两家关系颇为融洽，被传为佳话。 廖夫人何香凝曾真诚地对邓颖超说，仲恺和我都非常器重周恩来
先生的才干，国民党内许多人都承认，他是中国革命十分需要的难得人才。 我也听说，他和你在五四
运动中就在一起并肩战斗。 你们志同道合，真是一对理想的革命伴侣。②

当年留下的有关周恩来与廖仲恺合作共事资料记载不多。 ４０ 年代前期，周恩来在一些活动中几
次提到并追忆廖仲恺的事迹及两人的交往，从中可以间接反映出周恩来对廖仲恺的评价及他们之间
的关系。 １９４３ 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做题为《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
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中，几次提到廖仲恺，报告说：“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 因为他是华侨出
身，与国内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 ……虽然他
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 他
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③

报告较为具体地介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廖仲恺的活动及对工农运动的态度，称他有进步的一面，
进步性是主流，但也有动摇性。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３ 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题为《关于党的“六
大”研究》，其中在讲到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时评价廖仲恺说：“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
代表，没有买办性。 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
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成的。 在黄埔军校，当我们青年
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 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④“资产阶级左
派的坚强的代表”、“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对廖仲恺的定性评价。 从阶级视
角考察，廖仲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代表”，是革命的动力，但也存在妥协性的特点。 反映他
们对国共合作后开展的工农革命运动的态度是一致的，共识大于分歧，字里行间反映出他们合作是真
诚愉快的。

国共合作建立后，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复杂激烈，国民党右派势力气焰嚣张，极力反对新三民主
义，不但极端仇视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视国民党左派为眼中钉。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廖仲恺遇刺身
亡，策划暗杀的幕后主使者即是国民党右派。 周恩来闻讯廖遇刺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整整两天两夜
没有回家，并和陈延年、邓中夏、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商量对策。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号
召全体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代会所属各业工会会员、市郊农民、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学生等，组织声势
浩大的队伍，为廖送殡。 ３１ 日，周恩来出席黄埔军校为廖仲恺举行的追悼大会，与何应钦联名撰写祭
文：“总理逝世，骤失重心，承继统率，端赖先生。 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行实践，不尚空谈，尤任劳
怨，不避艰险，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 “工农阶级，革命先锋。 帝国主义，蠹国正
凶。 唯公知此，团结工农。”⑤追悼会结束后，周恩来还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 据何香凝
回忆，该文内容如下：“廖先生一生为党为国，现在又在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
财政，以便进一步发展国民革命的时候不幸牺牲，可以说，廖先生是为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而牺牲
的。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组织革命军和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在这两
方面廖先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廖先生一向为反革命分子所忌视，为帝国主义者忌视，现在又终
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为推动革命运动，为推动工农运动而被暗杀牺牲，我们一定要为廖先生报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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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梁：《廖仲恺和何香凝》，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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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周恩来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审理廖案的临时特别法庭的检查委员，为审理廖案，“做了大量工
作”。① 周恩来与廖仲恺的真诚合作及其对廖仲恺的追悼活动，可以说是他对国内归侨团结合作的典
型事例，也是他贯彻执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于国民党归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范例。

四、对周恩来早期华侨统一战线的认识、评价

以上介绍了周恩来在建党前后对于华侨统一战线的工作实践和理论探索，通过这些史实可以得

出以下几点基本的认识。
第一，周恩来是中共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的最早探索实践者。 通过对党的早期领导人尤其是第

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的革命实践活动考察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周恩来革命活动的自身特点，
以及他本人思想文化素质，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使周恩来自然而然成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

者、开创者。 而他对于我党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实践，则是从华侨开始的。 早在 １９１８ 年初周恩
来即与日本华侨交往并带动他们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后来到欧洲勤工俭学，进一步以欧
战华工为基础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考察同期党的其他领导人则没有如此早的与华侨交往。 据资料

显示，毛泽东与华侨最早交往是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与印度尼西亚华侨教师张国基的信函来往。② 至
于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几位主要成员与华侨交往则更晚。 因此，有充分理由说明周恩来

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最早探索者、实践者，而他对于统一战线的探索实践最早是从华侨开始的。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毛泽东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上连载《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宣传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思想，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③，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提出统一战线思

想的滥觞。 可见，毛泽东在理论上对统一战线探索阐述比周恩来早。 当然，这并非从理论上探讨关于
华侨统一战线的。 可以说，周恩来与毛泽东对于党的统一战线实践和理论探索具有互补性，相得

益彰。
第二，周恩来早期对于华侨统一战线实践探索分为三个阶段。 从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即

建党前后周恩来对于华侨统一战线的探索实践，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层次。 第一阶段主

要是与个别日本华侨如王希天的直接交往，并与日本侨商有某种间接交往，这是他与华侨最初最早交
往。 第二阶段是与旅居欧洲的华工群体的交往，并以他们为基础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党团组织

活动；而与华工群体负责人袁子贞则是重点交往，说明周恩来对于华侨统一战线工作探索实践的扩大
和深入。 第三个阶段是大革命即将掀起高潮之际，与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的交往合作，这是在第一

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大背景下对归侨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的拓展。 综
合考察周恩来三个阶段对于华侨统一战线探索实践，可以看出他对华侨首领、华侨工人、华侨先进分
子以及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归侨等各个阶层、不同派别华侨均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三个阶段

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标志着周恩来对于华侨统一战线工作探索实践及相关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三，周恩来早期侨务活动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无论到日本求学，还是到

欧洲勤工俭学，考察他在日本和欧洲的一系列活动，可以发现他并未醉心于纯粹的“求学”和“勤工俭
学”，而是用大量时间从事社会调研考察、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领导主持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活动，当
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也成为党的一名职业革命家。 对于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对于华侨统一

战线的探索实践，是周恩来早期一系列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工作
的重要内容。 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到广东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活动，包括与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

的合作，当然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一部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传（１８９８—
１９４９）》，对此评价说：“周恩来在这个时期作出的贡献是得到人们公认的。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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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梦醒：《恩情》，《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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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周恩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期
间，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都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可贵经验。 这些经验，无论对周恩来自
己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以后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①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第四，建党前后周恩来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是初步探索性的。 党的创立时期，一切工作从头做
起，均处于摸索和探索之中，从逐步探索、初具雏形到形成确立需要一个过程。 统一战线工作也是如
此。 党的一大党纲中，对于其他党派持排斥态度，还没有统一战线的概念；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
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统一战线问题，但党内认识并未统一；１９２２ 年 ８ 月下旬西湖会议上共
产国际代表提出并力主与国民党合作，起初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直到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党的三大最
后达成统一认识，才有后来国民党一大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标志着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这种大
背景下，这一时期周恩来对于华侨的统一战线当然也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属于感性认识阶段，没有也
不可能达到成熟的理性认识。 虽然有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团结多数人的理念，但一时没有也不可能上
升为理论认识层面。 因此，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定位这一时期周恩来关于华侨统一战线的认识及
其探索实践。 当然，尽管是初步认识和探索实践，但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与华侨华人关系史研究”（２１ＢＤＧ０２６）的阶段性成

果，入选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南开大学第六届周恩来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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