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战后的旅欧华工、勤工俭学生
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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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一战后到欧洲的华工、勤工俭学生通过亲身实践 ,深切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

发展状况。一些人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在理论上得出了中国必须实行社会

主义的结论 ;在实践上 ,积极建立先进组织 ,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盟 ,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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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一战之故到欧洲的华工、勤工俭学生 ,在中

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 ,欧

洲作为社会主义的故乡 ,欧俄华工和勤工俭学生对

社会主义的感触和介绍 ,对与科学社会主义颇有隔

膜的中国来说 ,更具特殊意义。

一战爆发后 ,由于法国劳动力严重不足 , 1916

年起 ,中国有华工到了法国。后来 ,留法勤工俭学

纷纷而起 ,“留法勤工俭学 ,几为举国公认之唯一要

图。”①基本目的仍是学习资产阶级文明以救国。

五四运动后 ,旅欧勤工俭学运动掀起高潮。由于人

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信仰的动摇 ,勤工俭学生的目的

有了变化。如周恩来所说 :“殆欧战既停 ,国内青年

受新思潮之鼓舞 ,求知识之心大盛 ,复耳濡目染于

工读之名词 ,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

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②至 1920 年底 ,留法勤工俭

学生人数约计 1700 人。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人多

为小资产阶级 ,但欧洲却将他们中的多数锻造成了

马克思主义者。如欧洲共产主义研究会一致认为 ,

“我们来欧留学的目的 ,从前虽有种种 ,然到现时 ,

其重心所在 ,不外把自己养成为一个实行共产主义

革命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这种自觉转变主

要通过以下过程和认识表现出来 :

首先 ,战后欧洲的社会现实使一些人深切认识

到西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本质 ,认识到资

本主义为何物 ,促使他们中的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

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经过战争打击的欧洲经济萎缩 ,为战争作出重

要贡献的华工首先遇到了无以为生的巨大压力 ,勤

工俭学生也被抛入仅为面包奔波而不能兼学的贫

困者行列 ,二者在经济处境上已无区别。他们不仅

感受不到自由博爱的气息 ,还遭受到苦力待遇 ,亲

身体验了资本主义以掠夺别国和本国劳动者生存

的事实。他们从中明白 ,资产阶级政府以人民当炮

灰 ,掠夺的大量财富仅供极少数人享乐 ,资本主义

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仍过着贫苦的生活 ,全世界无

产阶级的命运是相同的。也就是在这种认识前提

下 ,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 ,看

破了其残酷和虚伪 :所谓基督精神 ,“不必来向我们

这些炮弹下的牺牲品做宣传。就是我们死后 ,金牛

儿也可变卖我们的灵魂呢 ?”基督教的精神应当在资

本主义国内、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及企业

和金融机构作宣传。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才是战争

的真正罪魁祸首 ,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大敌。

1921 年冬勤工俭学生争取里昂中法大学的事

件 ,更大大加速了一批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当

时 ,勤工俭学生为能在该校与官僚子弟得到同等受

教育权 ,于 2 月 28 日占领该校。副校长褚民谊竟

要求里昂市市长“逮捕匪类”。次日 ,该校被法警包

围 ,许多学生被捕。这次斗争颇具国外五四运动的

味道 (有些报纸就如此称呼) ,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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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中 ,学生们己将《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

者 ,联合起来 !”的口号变为“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

们 ,赶快团结起来啊 !”④明确反映了该事件与勤工

俭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被关学生越

狱未成者 104 人 (其中有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

立三等) 被遣送回国。此事使勤工俭学生彻底觉

悟 :所谓文明之邦的法兰西 ,原来与中国国内一样

黑暗 ! 这批人的遭遇对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是深远的。周恩来说 :“他们虽自己承认一无所得 ,

但是他们岂真一无 (所) 得 ? 数万里的海程他们辛

辛苦苦的来了 ,更悲悲惨惨的回去 ,劳动的真实的

生活被他们尝着了 ;中法文化提携的假面具被他们

识破了 ;社会现象的不平 ,东亚西欧如同一辙 ,也被

他们发现了 ;纯洁的青年人格 ,更从他们身上表现

出来了 ,这岂不是他们大有所得 ?”⑤他们从中最重

要的体会就是 :“途穷了 ,终须改换方向 ;势单了 ,力

薄了 ,更需联合起来 !”李立三谈到这一事件对国内

的影响时说 :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从直接目

标看是失败了 ,但“他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

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 ,由此知道

此路己经不通。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

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

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 ,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 ,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人积极投入

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行列。⑥

其次 ,勤工俭学生通过对战后欧洲社会问题的

研究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比较 ,在理论

上得出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结论 ,并且在行动

上积极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 ,与苏俄和世界无

产阶级建立联系。

面对战后欧洲严重的经济困难 ,各国政府不仅

不设法救济民困 ,却搜索枯肠榨取利润、扩充军备。

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 ,劳动人民在战争中为资

产阶级付出了重大牺牲 ,战后仍是他们为享乐和重

新发动战争所榨取的对象 ,生活毫无保障。这使勤

工俭学生深切感受到 ,资本主义制度是和剥削、压

迫、战争密不可分的 ,要想免除这些灾难 ,必须从根

本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认识前提下 ,他们从思想上抛弃了对资

产阶级民主的信仰 ,成为十月革命的忠实信徒 ,认

识到 :“在过去历史中 ,革命的事件本屡见不一 ,最

大的法兰西革命 ,美利坚独立 ,也颇能震动一时 ,各

有其历史上的相当价值。但一持与俄国革命相较 ,

则广狭远暂的不同 ,又不难立见。”美国革命和法国

革命 ,“范围只限于谋各个民族的有产阶级的利

益”,而俄国革命 ,“便转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身上来

了”。因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

政权 ,利用近代科学技术 ,对外进行殖民扩张 ,造成

了人类的空前浩劫 ,到一战结束 ,“己算入到他的崩

溃期了”。继之而起的俄国革命与此完全相反 ,它

“确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革命的始基了”,

而且“其立足之点在于全般的社会革命 ,而非仅限

于一国一种一阶级的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实在

是负有重大使命 ,不过他才做得世界革命的起首罢

了。”⑦旅欧青年团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将该团的责

任概括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 ,换言之 ,即列宁的

所谓‘学习共产主义’。”⑧旅欧青年团执委会下属

共产主义研究会发行《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专

门交流会员研究共产主义的体会。

旅欧青年团于 1922 年 8 月 1 日创办机关刊物

《少年》月刊 (后被《赤光》半月刊代替) 。赵世炎、陈

延年、陈乔年、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蔡畅、郭隆

真等都是主要负责和经常性撰稿人。周恩来在该

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 ,是勤工俭学生宣

传共产主义的代表性文章。他说 :“共产主义之为

物 ,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

方。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 ,自不能不

造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梏械 ;欲期今日世界的

经济乱象 ,阶级对抗情势 ,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 ,

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 ,好绝灭这个

最大的乱源。因此 ,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

产革命的切要。”⑨针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

潮 ,旅欧共产主义对其进行了批驳 ,并用大量事实

雄辩地说明 :“资本主义的祸根 ,在私有制 ,私有制

不除 ,一切改革都归无效。中国除实行共产革命外

实无法可解。”⑩《少年》还开辟了介绍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时事评论等版面 ,刊登了许多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文章。他们“以世界大势律中国”�λω ,将其研

究的观点介绍到国内 ,对国人了解世界共产主义运

动的动态和国内建党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旅欧共产主义者还十分注意与世界无产阶级

结成联盟。蔡和森认为 :朝鲜、日本、波斯、印度、土

耳其都应有人去 ,尤其是日本最为重要 ,“中日间要

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λω他联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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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在中国马克思

主义传播过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了实地考察

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旅欧共青团派遣团员前往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3 年“九

月间将由这边赴俄的 ,约有二十至二十五之多”。�λξ

首批受派遣者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熊雄、刘

伯坚、聂荣臻等。

第三 ,积极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与工人阶级建

立联盟。

基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认识 ,勤

工俭学生中很快就有人着手培养革命干部 ,组织社

会主义团体。赵世炎、王若飞、熊雄、陈公培、盛成

等组织劳动学会 ,并积极组织勤工俭学会 ,以“成为

政治革命团体”�λψ ,还建议和推动国内进行建党工

作。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以为先要组

织党 ———共产党 ,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

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 ,须

先组织他 , ⋯⋯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

枢。”“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

和俄一致的党。”�λζ他还准备组织一批人赴俄工作。

“将来以俄为大本营 ,至少引一万男女长驻工作”,

该团体注重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两点。

国内和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建立了联系。

1920 年 11 月 ,陈独秀委派国内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张申府赴法在欧洲筹建共产党。次年 ,在欧洲的周

恩来、刘清扬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 ,旅欧

少年共产党 (中共旅欧支部) 成立。他们还在华工

中发展共产主义组织。

赴法华工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 ,对国家和民族

命运给予了深切关注。如华工杂志《新工人》在创

刊时写给另一工人组织赤社党的信中说 :中国的解

脱方法 ,“唯有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 ,打

破一切掠夺本国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帝国主

义国家。”�λ{旅欧华工总会与旅欧共青团关系日益

密切。勤工俭学生积极投身于华工义务教育 ,为他

们普及文化知识。在争取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 ,

不少华工与学生站在一起 ,学生已“与劳动阶级打

成一片”。�λ|华工中的优秀党员马志远、袁子贞等后

来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如果说 ,以法国为中心的勤工俭学生对国内共

产主义运动较华工作用更为突出 ,在俄国 ,华工的

作用则是主要的。

一战爆发后 ,沙俄从中国雇佣了大批廉价华

工。据不完全统计 ,人数达二三十万之多。他们在

俄国受到沙皇政府残酷的压榨 ,如在修筑摩尔曼斯

克铁路时 ,英国工人、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工作时

间分别为 8、10、10 小时以上 ,所得报酬却分别是

7 —8 卢布、1 卢布又 20 戈比、80 戈比。�λ}这些中国农

民在俄国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成为完全

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前提之一。

1918 年初始 ,在苏俄支持下 ,已有华工积极分

子在一些大城市组织起了中国人的革命组织 ,正式

表示赞成十月革命 ,如“莫斯科华侨协会”声称“苏

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有民享的政权”。年

底 ,各华工组织代表成立全国性旅俄华工组织 ———

留俄华工联合会 ,不久发展为拥有 6 万会员的群众

性组织 ,该组织被苏共承认为“无产阶级组织”,其

机关报《华工》“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苏维埃俄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

在俄国和中国开展宣传活动 ,“并与工农政府携手

合作”。�λ∼苏维埃地方组织发行各种中文共产主义

宣传品。阿穆尔省仅从 1920 年 5 月 5 日到 11 月 1

日 ,就散发中文共产主义宣言和传单 213 万份 ,用

中文出版的小册子 5000 份。苏维埃地方政府还利

用各种形式 ,在华工中宣传共产主义 ,用办党校等

方法培养华工干部 ,并创造一切条件 ,使华侨自由

离开苏俄 ,到 1918 年 5 月为止 ,华侨回国者达 4 万

多人。�µυ 意图是要他们回国后在中国宣传十月革

命 ,回国侨民当然也会对十月革命情况作介绍。

1920 年 6 月 ,在留俄华工联合会基础上 ,俄共

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成立。该局成立次日 ,部分党

员致信列宁道 :“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

堡垒和希望 ,我们追求的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解

放。在中国 ,五亿劳动者 ,向俄国的无产阶级伸出

了手。”�µϖ 1920 年 ,中央组织局派 10 名华籍共产党员

回国 ,试图与国内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对促进国内

共产主义运动起了一定作用。

苏俄政府在华工中作了大量政治工作 ,加强他

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决心 ,

起到了明显作用。据 1919 年 9 月 13 日俄人民革命

军司令部收到的电报 ,在西伯利亚 ,华人能组织起

20 万人的队伍。�µω这些人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微薄资

产及身家性命在俄国 ,主要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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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并力图将俄式革命引入中国 ,解决中国问题。

1918 年 6 月 13 日《红军》杂志的一篇报道颇能说明

这一点。该文指出 :“中国人非常关心俄国革命的

进程。他们几乎每天举行集会 ,期待着在最短时间

内出版布尔什维克的中文报纸 ,以便为这些红军营

服务。在同中国红军战士的谈话中知道 ,为了实现

中国的革命他们希望得到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

华工在亲身经历了俄国革命后 ,自然而然地将俄国

的情况和中国比较 ,从中深切体会到俄国革命与以

往中国革命的不同 :“在我们中国 ,常常发生革命 ,

但是 ,我们贫民们依然是老样子 :得到好处的只有

那些官老爷们。”�µξ而苏俄革命却使广大劳动人民

成了国家的主人。在他们眼里 ,为苏维埃而战 ,就

是为贫民 ,也就是为自己而战。所以 ,华工部队“完

全是由旅俄华工组织自己首先倡议 ,并依靠自己的

力量和自己指挥而且完全由中国人中的志愿革命

者组成的。”据苏方统计 ,在苏俄的所有中国军队

中 ,都有共产党支部 ,每个连就有几十个华人共产

党员。�µψ他们将俄式革命看成解放包括中国在内的

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道路。如当段棋瑞政府参

与协约国对俄武装干涉时 ,莫斯科中国侨民和华工

举行全体会议 ,指出 :“莫斯科的中国侨民相信 ,只

有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才是世界上惟一来自人

民和为了人民的政权。”�µζ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

府对苏维埃政权的干涉。

1918 年 11 月 30 日 ,列宁接见了中国华工中的

华南和华北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他们向列宁汇

报了中国情况 ,“并使他深信 ,中国劳动人民将全力

支援苏维埃俄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革

命的正义斗争。”�µ{ 1919 年初 ,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召

开 ,上述二人作为华工代表列席。张永奎在成立大

会上发言时对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明确表示

了向俄国学习的愿望。列宁通过与张、刘二人的接

触 ,较深了解了中国民众对俄国革命支持和向往的

态度 ,这成了俄国向中国积极推进共产主义的重要

参考依据。

注释 :

①③④郑名桢编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山西

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 页 ,第 35 —36 页 ,

第 262 页。

②《旅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载于天津 1921

年 5 月 9 日《益世报》。

⑤周恩来《勤工俭学生在法之最后命运》,载于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第 250 —251 页。

⑥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于《历史研究》

1979 年第 3 期。

⑦《十月革命》,载于《周恩来早期文集》(下) 第

389 —390 页。

⑧胡华《周恩来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

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99 页。

⑨⑩《周恩来早期文集》(下)第 377 页。

�λϖ �λω《五四运动文选》第 400 页 ,第 404 页。

�λξ钝云《一个留法工学生的信》,转引自森时彦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第 179 页。

�λψ�λ|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湖南人民出版

社 1986 年版第 14 页 ,第 15 页。

�λζ《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 年 8 月 13 日 ,

载于《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三集) ,转引自《五四时

期的社团》(一) 。

�λ{《欢迎新工人重新出版》,载于《赤光》1923 年

第 17 期。

�λ} �λ∼ �µυ �µϖ �µω�µξ �µψ �µζ �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

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文献

资料选辑》(1917 —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

版第 2 分册第 29 页 ,第 30 —31、33 页 ,第 33、36 页 ,

第 34 页 ,第 35 页 ,第 23 页 ,第 2 —3 页 ,第 10 页 ,第

22 页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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