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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初探

侯 德 础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曲中思想解放的先声。这一运动的发轫 ,可以追溯到

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等
“
拟振苦学之风 ,广辟留欧学界

”
而发起留法俭学会 ,但直到五四

前后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才如狂飙突起 ,蔚为时尚 ,吸引着一代中国青年的精英。从1919年

3月 到192O年底 ,国 内就先后有2o批 1,60o多 莘莘学子远涉重洋 ,赴法求学。据周恩来 在 法

囝 的调查 ,当时旅法勤工俭学者共1,579入。其中四川学生勤工者352入 ,俭学者26人 ,合计

3zS人 ,超过湖南灼泗6人居各省之冠①。这一统计使我们在考察留法勤工俭学运 动 之 际,不
能不对四川青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特别充满兴趣。倘若再注意到 ,不少叱咤中国革命风云的人

物 ,如吴玉章、陈毅、聂荣臻、赵世炎、刘伯坚、邓小平、萧朴生、傅钟、冉钧、杨伯恺、

李大章等 ,鄱 曾是川省留法勤工险学之佼佼者 ,那么对这些巴山蜀水的前驱者们寻求真理的

道路进行回顾和思萦 ,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 )

近代中国兴起的留学生运动 ,除却早期自发向海外游学的涓涓细流 ,系 以清季同光之交

容 △受命成批选携幼童赴美为滥觞。自光绪初,李鸿章等又陆续向德、英、法派出陆海军留学

生。这是洋务派主持的军事留学时期 ,以 沐浴美雨欧风为特点。甲午战败后 ,中 国人对日本

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 ,跻身列强感到震惊 ,产 生了效法日本富国强兵的 强 烈 愿 望氵1898

年 ,维新派人士杨深秀即力主向日本派遣学生 ,强调
“
中华欲游学易成 ,必 自日本始。

”
②

以后吴玉章也追忆自己浮槎东渡时
“
好象是唐僧取经一样 ,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

”
, 

“
总

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
”

③。此种心态加上留日较欧美路途近、费用

省 ,中 日文字、风俗相近诸因素 ,使留口热潮自本世纪初叶到辛亥革命 ,一直风靡全国,久
盛不衰。

这种情况到五四运动前后有了明显变化。一方面 ,由于民元以来 日本支持袁世凯的倒行

逆施 ,把 “
二十一条

”
强加给中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山东 ,中 国的反日浪潮日益高

涨 ,日 本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青年眼中已失去昔日光彩。另一方面 ,由 于新文化运动
∶阝丨兴起 , 

“
民主

”
与

“
科学

”
F勺 口号深入人心 ,法国作为

“
自由、平等、博 爱

”
思 想 的 故

乡 ,自 然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楷模。 《新青年 》曾经这样公开介绍正在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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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之宗旨: “
实欲将欧洲近世文明之

‘
科学真理

’
、 ‘

人道主义
’工大要素输入本国。

”
④

这等于宣布赴法勤工俭学是实践
“
民主

”
与

“
科学

”
理想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 ,十 月革

命的胜利和随之而起的欧洲革命风雷 ,使先进的中国人萌生了
“
以俄为师

”
n!强烈愿望 ,而

当时留学苏俄毕竟难以实现 ,于是大批有志青年便把目光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

动的历史均悠长灿烂 ,战后劳力奇缺 ,较易勤工俭学白t法国。

下面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中全因和四川学生赴法 /l、数妁一个不完全统计:(表在94页 》

从表中不难发现 ,川 籍学生大批赴法 ,基本上集中在五四运动后 ,这与全国总的趋势一

样。在20批 旅法学生中,除第二、三、四、八等批没有四川学生 ,第十二批情况不详外 ,其

余15批 次次不乏巴蜀儿女 ,而且第五、第工十批川籍青年居绝大多数 ,第十七批84位竟全是

川人。这种情况为全国独有。总计20批 赴法共1,559人 ,四川约38O人 ,将近占1/4。 若 再 加

上零星去法者 ,到 1921年 11月 ,据 巴黎华法教育会有名在册的统计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已

达492人 ,约 占全国总数的1/3弱 ⑤。考虑到在全国和四川派出留日学生均属最多嘟1906年
,

四川也仅占全国的1/10⑥ 。应当承认,一向闭塞落后n臼 内地省份四川 ,不但充当了留法勤工

俭学运动的主力p而且也在走向世界灼问题上大进了一步。还应注意要l,川 籍△生中丿、才济

济,全 国瞩目。他们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下文将 |i∶ 择垩论及。

(二 )

僻处西南腹地 ,风气一向闭塞的四川 ,何以成为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n!省份?

首先 ,四川是留法勤丁俭学的肇始地之一。早在1912年初 ,当 留法俭学会在北京成立之

际 ,在 15位发起人中 ,川 人就有吴玉章、朱芾煌、黄复生、赵铁桥 4位。同年 6月 ,吴 玉扌

叉和朱芾煌、沈与白、黄复生、赵铁挢、刘天佑等发起四川俭学会 ,并在戊都少城济川公Ⅱ讠1

开设留法预铒屮校 ,这在全 1彐 也属开风气之先。吴玉章作为留法俭学会汐首 侣者 之 一 ,在
1913年

“
工次革命

”
失败后也和朱芾煌等加入了留法俭学伫t行列。他入>巴 黎法科大∴t习 政治经

济学,同 时关切在法华工的教育 ,曾 积极支拧华工李广安等在
“
勤于工仵 ,俭以求学

”
的口

号下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 ,他又和中法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 ,戍为该会“!中方

会计。年底 ,他与中方会长蔡元培联袂回国,先赴昆明同滇督唐继尧筹商发展华法教育会 ,

未果 ,便于翌年春到北京 ,与华林等重建了留法预各学校 , 
“
同时又给四川同事去信请他们

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
”

正是在吴玉章的直接推动下 ,留 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 会 在 蓉 成

立。该会在成都爵板街志诚法政学校内附设一班 ,即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各学校第一届 ,招
考陈毅等80名 学生 ,开设法语、政务、财政等课程 ,准各两年毕业后派往法国留学。该校第

二届于1919年秋季录取200多
^、

,以后赴法者有萧朴生、穆清、程秉渊 (子健 )、 黄映湖(里

州 )等。在重庆 ,商会会长汪云松、教育局长温少鹤及社会名流黄复生、朱芾煌等也筹集经

费在夫子池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各学校,1919年暑期招生百余,口 后旅法者 有 邓 希 贤 (小

平 )、 周钦岳、冉钧等入⑦。可以说川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实与吴玉章 的 鼎力 提

倡、赞助、组织密切相关。他以老同盟会员、辛亥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的领导者、孙中山亲

密同志的身份 ,为青年留法不遗余力 ,因而在四川学子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是那些借提

倡留法勤工俭学沽名钓誉的投机分子,诸如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等望尘莫及n勹 。尤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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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 |

总人数 四川学生人数船  名 抵法时间 注备

H⒐叩|因幡丸(日 )

|

5· 10

抵巴黎
球
⒃

一
洵

纯

杨

黎

丶

丶
琼

衡

石

人

正

 
丶
9

喻

翰

等

8 徐悲鸿此批赴法

3· 31|贺茂丸(日 )| 无 5· 20抵巴黎| 经英国转法’

~

4· 13 |伊豫丸(日 )| 2 ∷

z· ls|三岛丸(日 )|钾
无 6· 6抵巴黎 | 经英国转法

|  无 | 9· 2抵巴黎 i 经英国转法

lO· lO|

抵马赛 |

丶
亠一一日

秀

苏

嘉

丶

李

选
丶
万

炎

林

陈

丶
人

丶
厚

m

毅

泽

等

陈

周

川

8· 1在

卜哎anam

麦浪号
70余人

8· 25 |曾琦、胡方猷等 5、
10△抵马赛

6人

lO· 16|唰 唧 a|硅 :∷   无  i1奶 抵 矗

|渥
隆号(美 )i

|    sphinx

"|醪躏号

|      ˉ   |      }

成1人

   | 1萎1查 |晷
鎏露芤窆诬

张

i       |

钱昌照、任光

此批赴法

蝴

|骇 鑫 号 |1g|艿 毳复磁￡:、

王仲

卜

羽 鹪
刽

徐特立此批赴法

}               ∫        |

158

∶梅、黎重h920,1.1遮 |颜昌颐及湘女生聂荣臻、钟汝
)范

新顺等 4人此夫、帅立本、汪域周等
|

| 抵马赛 :批赴法54人

∶△±yΙ
lgzO该 叱 |博尔多斯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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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余人 不详

| 52 |确数不详,至少 2人

|3.25抵

马赛

|莲
篝窆萝

王行)

|    | 以上



从上海

起程日期

注各船  名
 |总
人数 抵法时间四川学生人数

王、魏 2人很快

转赴德国
50宝勒笳号4· l

}Armand
{

Behic∴
(
女

吴

一
坚

,
以

瓦

钧

费

等

荪

及

丶
~
伯

等

人
~
为

冉

自
)

琴
绡
产
∷阳
︱衤乍

'
Γ

滓
μ

卩

P

翼

〓

夭张
丶
法

嶂

赴126

|

6· 25 | 博尔多斯号

|

9· 11 | 盎特莱蓬号
|

|

11彳 |博尔黝 号 :1吖 脾唧
、

午箩⒈ .叩
、

i

12· 13 周恩来、郭隆真

抵马赛 ∷等此批赴法|       {    |杨槭、熊天锡等13人
 |

12· 27

抵马赛

张申府、刘清扬

此批赴法

|      }   }° '′

′′

1921△ ·20∵ 有朝鲜籍学生

抵马赛  16人

!         |     /云 V曰           丨

注:l。 未注明国别的,都是法国轮船。

2,资料来源: 《时事新报 》1919· 3· 5;3· 29-31;10· 22;12· l;19⒛ ·6· 26;9· ⒕;Ⅱ

12· 15。 《国民日报 》1919· 连△4;8· 9;lO· 31;1⒈ 1-3;12· 9-10;19⒛△卜7;∶

ll· 25。 《时报 》1919· 7· 7;19⒛ △卜19。 《上海晚报 》1919△ 0· 1逐-15;11△ 5。

《申报 》1919△ 2·26-28; 《新申报 》1920· 3· 28。 《晨报 》1920· 5· 21。 《工读 》

第三期; 《学生杂志 》七卷三、四号; 《国民 》工卷三号;张允侯等编 《留法勤工俭

学运动 》(一 )812页附表; 《四川近现代人物传 》一、二辑。 《旅欧周刊 》十二

号。

|惫謇蓓F萋施磊F曩L
)3 

隔、朱
一

逊、张振华等

l             l       |8'^、

84

"∷ ￡lL|l狃 :量Ξ垂薹晕l彗
智利号

  | l44 ∷屠叠蓓

及女生葫慕昭、常

|



提 ,吴玉章在推动留法勤工俭学时,坚持追求真理,让思想合于世界新潮流。最初,他赞成 :

留法的宗旨: 
“
欲输入世界文明于国内

”, 
“
欲造戊新社会新国民

”
⑦。1917年 5月 ,他在

北京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又提出,旅法勤工俭学的目的
“
一曰

‘
扩张国民教育

’
;二 曰

‘
输

入世界文明
’
;三 曰

‘
阐扬先儒哲理

’
;四 曰

‘
发达国民经济

’
。⑨

”
显然,这些都未超眭l

“
教育救国

”
、 “

科学救国
”

、 “
实业救国

”
的范畴,仍不脱资产阶级留学运动的窠臼。然

而十月革命后,1920年 1月 ,正值留法运动高潮,吴 玉章在对四川留法预各学校演讲时,却∷

意味深长地嘱咐: 
“
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

吾入欲察其发动之源,不 可不一往考查。诸君遇着这举世混浊之时,新瑚汹涌之会,不 可不

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Θ
”
吴玉章思想的这些变化,元疑给他倡导的留法勤工俭学注入

了崭新的内容。对于渴求真理、新潮,希望变革、进步的有志青年来说,i苤 种启迪应当是勇

往直前的巨大动力。以后四川旅法学生中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者甚众,可否由此发现一点

端倪?

其二,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际,也正是川乱方殷,哀鸿遍野之时。四川自民元以来

即兵连祸结,几 无宁 u。 1916年 初,川南叙 (府 )、 泸 (州 )、 纳 (溪 )、 綦 (江 )成为护

国战争最激烈的战场。而后1917年有川军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黔军戴戡的成都巷战,有川

滇军的资 (阳 )眉 (山 )大战和资 (阳 )内 (江 )争夺战。同年秋冬到1918年 2月 底,还有

滇督唐继尧借
“
护法

”
之名图川的

“
靖囤之役

”
。192o年 5至 10月 ,围绕

“
倒熊

”
 (克武 )

和
“
驱唐

” (继尧 ),川 滇黔军阀再度大规模混战。 “
战事从川东到川北,又从 ”丨西 到 丿丨丨

南,整个四川都是烽火弥天
”

。这种全国罕见的长期兵燹,不但使川境经济 凋 蔽、生 灵 涂

炭,也使得教育残破,学子离散。 l⒎J那些战乱中尚存的学校,多数也弥漫着封建 守 丨日的 空

气。吴玉章对四川学生潢讲时,曾 痛切地喊△: “
国内元良宁校,可痛!国 内元干净土,尤

可痛!”
 “

与其死于沟壑,毋宁往法作极苦之工
”

∵。这些话反映了当时不少四川青年的心

声。60多 年后,聂荣臻在回顾 自己留法勤工俭学的初衷时也说: “
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

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 ⋯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

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 ,

更增强了我对
‘
工业救国论

’
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

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⑦
”

窃以为对于在军阀混战和封建专制下受苦至深的四川青年而言 ,

此种想法应是极有代表性的。

其三,对留法勤工俭学起过促进作用的
“
工读

”
思想,在川籍青年中广 为 流 行。所 谓

“
工读主义

”,是五四时期在
“
劳工神圣

”
的呼声中发端于知识青年的一种流行思潮。当时

青年们为挣脱封建家庭的桎梏,为和传统的
“
劳心者治人,劳力裆治于 '`” 的旧观念决裂 ,

多以
“
工读

”
为存身进取之道。甚至有不少人主张按 自愿原则组织

“
工读互助团

”
'过半工

半读的集体生活, 
“
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幻想以此作为

“
新社会

的胎儿
”,进行

“
和平的经济革命

”
0。 这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

自然绝难实现。但是,这种思潮在客观上却鼓励了青年不缠绵于桑梓故土,而勇于向外省外

国的新天地开拓探索的热情和勇气。这一思潮的鼓吹者和实行者,以 四川的王光 祈 为 最 活

跃。他不但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发起了全国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

的北京
“
工读互助团

”,而且和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在报刊上热 烈 讨 论
“
工读

”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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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与陈独秀、毛泽东等为发起上海
“
工读互助团

”
而募捐。王光祈还是著名的

“
少年申

国学会
”

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他对
“
工读

”
的提倡及

“
少年中国学会

”
的

“
奋斗、实践、坚

忍、俭朴
”

的信条,在川籍学生中有很深的影响。象刘伯庄 (坚 ?)、 蒲照魂、杨昌祚等青
年,曾组成北京

“
工读互助团

”
第四组,不久便都投身于留法勤工俭学的潮流。年轻的赵世

炎也是
“
少年中国学会

”
的成员和

“
工读

”
的积极拥护者。1919年 10月 ,他和川省同学将

“
北

京法文馆四川预备留法学生团
”

更名为旨在
“
联络乡谊,砥砺学行

”
的

“
北京高等法文专修

馆四川同乡会
”

。该会为
“
研究工读的价值,讨论工读的实行

”,又于同年⒓月 初 仓刂办 了

《工读 》半月刊,由赵世炎亲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工读 》自问世到次年硅月被京师警厅
封禁,一共只出了 6期 ,但却以大量篇幅研讨了勤工俭学问题。象第一期的 《勤工俭学之个人
与社会 》、 《定要男子才可以勤工俭学吗?》 ,第三期的 《女子工读问题 》,第 四期的《

“
勤

工俭学
”
观念上的根本错误 》等,都集中反映了当时勤工俭学生赴法前的普遍认识,解决了一

些迫切的思想问题。 《工读 》还辟有
“
法国通信

”
、 “

巴黎通信
”

等专栏,连载王良翰、杨
洵 (伯 恺 )、 刘一、石琼等先期旅法川生的来信,详尽介绍在法做工、求学及生活的经验 ,

供后继者借鉴。 I工读 ∷对青年影晌极大,以致天津警察厅长也要罗织罪名咨请查禁。它对
于团结在它周围的四川同乡的影响,应 当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当 时四川地方当局和要'`名 流对留法勤工俭学也多抱支持态度。例如1919年春 ,

当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各学校第一属毕业生结业前夕,由南方军政府任命的四川 督 军 熊 克

武、省长杨庶堪即指示: 
“
凡经毕业考试名列前30名者,由政府给每人旅费津贴 4oo元 ,以

资鼓励
”

O。 而北京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张澜先生其时正在北京,也应吴玉章等人请求,同
教育总长联名商请交通部支拨所存川汊铁路股款利息,藉以资助四川赴法学生陈毅等 ⒛0余
人的旅费。对芷京暂时未能去法的学生,张澜先生又与蔡元培等磋商,许其在北大旁听。他

还为生活困难者蒲照魂等代募经费,助其在北大附近开
“
食劳轩

”
饭馆以工助学。并亲为川

生李露、杨槭赴法写介绍信,力 为倮荐C。 1920年 硅月,当吴玉章等会同法国驻蓉总领事白达

发起四川华法教育分会时,熊克武、杨庶堪、但懋辛、刘成勋、吕超、刘湘等军政要人都是
“
名誉赞助员

”
。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亦曾为聂荣臻等10余 位江津学生代办出国护照⑧。

对四川军绅名流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的复杂原因,本文姑不予以考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
“
赞助

”
毕竟比漠视和反对好,毕竟有利于四川学子到法国勤工俭学。

(三 )

和各省留法勤工俭学生一样,四川学生抵法国后,或入学校,或进工厂,或候工待读。

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法国各地就读的学校共二、三十所,其中以入蒙塔尔纪、枫丹白露、

圣日曼、沙多居里、木梦、麦梦、德洛和阿尼尔等公学者人数较多。如在阿尼尔习法文的中

国学生共50人 ,四川就占了32人 ⑦。以后转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川籍学生也 为数不

少。四川学生所进工厂也有好几十处,其中人数稍集中的是:巴黎圣端门外史来德机器制造分

厂,有陈毅、陈炎、李嘉秀 (季伟 )等20余 人;克鲁邹史来德工厂,先后有赵世炎、陈毅、

萧朴生、程子健、傅钟、邓小平、聂荣臻等数十人;蒙达尔橡胶厂,仅江津学生就 有聂 荣

臻、钟汝梅等十几人,邓小平也曾来此做工;巴黎独鲁云母厂,有邬光寿、李嘉 秀 等 3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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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该厂勤工学生的 3/5。 此外,拉荷涉化工厂、圣夏门炼钢厂、雷诺汽车厂、列夫来戚

铁厂、格鲁皮朗工厂、沙里耳公司日光灯管厂和北法之哈佛尔机器厂,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四川

学子洒下热汗e。 当时,法国战争创伤未愈,百业萧条,军入复员又造成谋职困难,旅法川

生大抵只能干粗笨脏累的工作,一 日苦力,至多获十三、四法郎,一般八、九法郎。而一
"生活费最少得五、六法郎。所以靠勤工来俭学并非易事。何况

“
每口在工厂苦苦作工八小时丿

身体精神均甚疲倦,余力修学,实属难能
”

G。 他们失业和换厂亦颅叛繁。如聂荣臻就
“
在

法国进过许多家工厂
”
,曾在橡胶厂

“
负责检查轮胎

”,还到克鲁邹
“
炼过焦

”,干过钳工

和车工 0。 不少觅职不获的同学,只好去往昔战场做埋尸、搬运弹片破铁、清理垃圾、运煤

等苦工。在勤工的艰辛中,四川学生安子初在化工厂因砷液中毒丧命,在克鲁邹的南充同学

赖庆麟、杨昌祚、范崇恒、邓正利等姓人又因拮野菜误食毒菌而亡。残酷的现实,把许多青

年万里旅法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他们开始透过
“
民主

”
、

“
自由

”
的光环看清资本的罪恶

本质。正如陈毅所言: 
“
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

的余地,尝感着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
”

又说: “
当货物销路极广的时候,资本便雇过数的

工人,以资制造。到销路低落时,便大批取缔出来。尝见工人被退出厂的情形,就是
‘
神情

丧失
’

、 ‘
面若死灰

’
都形容不尽致,令人表无限同情,觉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

资本家完全为自已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0

1921年 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波澜迭起的多事之秋。因年前
“
歇工风潮

”
席卷欧洲,法国

也呈现出原燃料匮乏,工商歇业,裁员成风,面包竟至数倍暴涨的-派惨景。这就使中国学

生勤工、求学乃至生计都陷入困境。偏于此时来法者又蜂拥雨至,192O年岁末总计已达 1,600

多人。其中,“ 已经作工的不到总数之l/4” ,“近来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几乎有作工数 1/4” C。

当时有三、四百失工、辍学的勤工俭学生麇集于巴黎华侨协社,四川人又占其中多数。他们

栖身于协社空屋、地窖及法国友人捐赠的帐蓬,日 以面包加 自来水对付两餐。川生张侠逸就

在此时死于病愤。正是在饥寒交迫中,留法勤工俭学生接连奋起抗争,四川学生则充当了斗

争的骨干。

2月 底发生了著名的
“二八运动

“
。返00多勤工俭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 行

“
反 饥

饿
”
请愿,向北京政府要

“
生存权

”
和

“
求学权

”,抗议蔡元培来法宣布华法教育会断绝与

勤工俭学生的经济联系及公使陈篆扬言要把无工作的学生
“
遣送回国

”
。这次斗争的发动者

和参与者,固然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等湖南学生为重要,但一般以赵世炎等

其时竖持工读可行,不愿靠军阀政府施舍而反对请愿为由,忽视四川学生在运动中的巨大作

用,却又显欠要当。据当事者回忆,这次请愿前10天 ,即 由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的川籍代

表李嘉秀草拟了致公使馆的请愿书。因使馆在所限 3日 不予答复,联合会才决定 28日 举 行
“
反饥饿

”
运动。自21日 起,李嘉秀、周泽厚、金满成、郭清正等四川同学即夜以继日地在

协社开会、工作了七、八天,还印制了法文宣言书和致巴黎警厅公函。当时公使 馆 曾 玩 弄
“
釜底抽薪

”
之计,假手粤省郑毓秀女士借出 2万法郎以

“
维持四川同学现状

”,欲使占可

能请愿者 1/3以上的川籍学生退出请愿。然而28日 那天,不仅住协社的重庆留法预各学校去

的百余同学踊跃前往,而且才到巴黎两月的成都第△̂属 同学大部分也参加了。就参与请愿的

人数而言,四川仍居各省之冠,李嘉秀还是面见陈篆的10位发言人之一。当宪警袭来之际,

四川学生英勇斗争,熊云章被殴扑地伤了手掌,陈光耀虽受 重 打,仍 高 呼
“Ⅴive L′ 川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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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 不止 (“德国人万岁!” 意在讥讽法警只敢欺侮华人 )。 C这些事实可充分 证 实 四

川学生在
“二八运动

”
中之积极作用。

6月初,北京政府为推行
“
武力统一

”
的内战政策,特派专使朱启铃、财政次长吴鼎昌

到巴黎,在代表徐世昌总统前来接受巴黎大学所赠法学博士学位的名义掩护下,与法政府密

洽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中旬,借款风声泄于报端。旅法学生经调查又得知:借款额为 3亿

法郎。其中7,500万法郎交北京政府,2,50o万法郎为经手人之回扣,其余 2亿存入法国经营

的中法实业银行,俾免其倒闭。借款条件是以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并出让滇渝铁路建筑

权。消息传出,立即激起旅法华人公愤。如果说
“二八运动

”
时赵世炎和蔡和森等旅法学生

在是否请愿的问题上尚有分歧,那么反对北洋军阀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军火的斗争,却使他们

迅速团结起来。赵世炎、陈毅会同周恩来、蔡和森等, 6月 30日 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旅法各

团体参加的
“
拒绝借款大会

”
。会议在赵世炎主持下,组建了

“
拒款委员会

”,发表《拒款

宣言 》,在 国内外造成拒款的巨大声势。 8月 13日 ,为抗议中法政府在 7月 25日 草签借款合

同并将借款额增至 5亿法郎,赵世炎、陈毅、蔡和森、李立三等再度发起召开了有 500多勤

工俭学生和zO0多华工参加的
“
反对中法借款大会

”
。会上,李嘉秀和华工袁子贞等3人组成

主席团,川 生吴少海等还带头痛打代表陈篥出席会议的公使馆一秘王曾思。在四川等省学生

和华工的压力下,王被迫当场签字,表示尊重公意,承认中国无秘密借款之必要。②这两次

拒款大会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的斗争浪潮,终使借款宣告流产。

拒款运动
“
妨碍了法国的远东利益,更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系人的升官发财的机会,在他

们看来自然是罪无可恕
”

④。为施行报复,由 中法官方人士合组之
“
留法中国青年学生监护

会
”

在 9月 初宣布:从当月 15日 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法外交部并扬言要把他们分批遣

送回国。恰在此时,又传来原为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而募款 (包括法国所退庚款 )筹

建的里昂中法大学,已在国内另行招生,12o多 名新生将要抵达的消息。这就使饭碗既 被 打

碎求学权利 I1波剥夺的勤工俭学生义愤填膺。他们当时除了直接进占里大已别无良方,便
“
以

破釜沉舟的决心奋然去做。
”四川学生充当了这场斗争的弄潮儿。早在 5月 ,陈 毅、刘伯坚、

邓希贤 (小平 )和王若飞等243名旅法学生就曾联名致函陈策和蔡元培,敦请将里昂中国 和

中比大学改建为接纳勤工俭学生的工学院。 9月 19日 , “
占据里大先发队

’
从巴黎出发前 ,

王若飞和李嘉秀又作为代表向陈笨面陈同学们先入里大以待解决的情由和决心。 “
先发队

″

以川省陈毅、周泽厚和湖南蔡和森为领队,队员中四川学生有陈炎、王咸雄、周钦岳、夏时

硕、黎纯一、金满成、周礼、林万选等20余人。随后赵世炎又率28位同学自克 鲁 邹 赶 到。
d先

发队
”

和各地同学共 1z5人聚集在里大,公推赵世炎、陈毅、蔡和森等为交涉代表,赵

世炎为总代表。当陈策等串通法目当局实行镇压,入占里大同学的护照尽被强缴,又被解入

芒特自克炮台兵营拘禁之际,李嘉秀等在巴黎奔走呼号,多方营救。聂荣臻则赶到里昂,秕
用领事所开通行证搭救出赵世炎等 3入。随后赵世炎作为被扣学生的代表,也辗转于里昂巴

黎间,作 了大量交涉、营救的工作。被囚兵营的同学在陈毅、蔡和森等领导下,据理斗争,

曾绝食一日。对
“
无辜受辱

”
以示抗议。10月 13日 , 10压 名被拘学生被武装押解马赛,次 日

又被押进宝勒笳号轮船货仓强遣回国。其中,川 籍同学有陈毅、陈炎、周泽厚、喻正衡、黎

纯一等3座人,为数又最多。他们含辱归国后,派出陈毅、黎纯一、喻正衡 等 代 表,在 京、

沪、四川
“
陈述留法苦状

”,争取生活与求学权利,大得舆论声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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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回里大运动还有涉及四川旅法学生的两起余波。一是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南充蒲照魂,

囡学友被逐深受刺激,且因劳碌过度肺部咯血,竟在病榻上以小刀戳腹自尽。③二是郫县热

血少年李鹤龄,里大斗争后志除陈篥,径到郑毓秀处作秘书。1922年 3月 21日 ,他乘陈篥往

郑寓贺寿,对陈之汽车连发三枪,可惜未中陈本人。被执后他公开宣称:这 是
“
为 里 昂 中

法大学被迫回国的勤工俭学网学报仇
”, “

只想为国家除去一专制人物耳
”

⑧。逑类极端作

法不免幼稚和偏颇,它反映出一些旅法川生在未由马克思主义武装前政治上 的 不 成 熟。但

是,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一般具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 群 体 意

识,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忧 国忧民,勇 于舍身取义。恐怕这正是几番抗争他们参加者甚众

而斗争也最坚决、最激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

艰苦的生活和严酷的斗争实践,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锻炼成长的熔炉。 “
勤工,苦工,

至于苦工而不得;枵腹,露体,至于元有宿处;请求,呼号,反至触怒被囚;绝食,跳墙,

乃至押送归国⋯⋯”O此种遭际是何等惨苦 !然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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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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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

应该说这个
“
大有

所得
”

便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磨难中开始了新的觉醒,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先

进分子,而且在 1921年 的三大斗争后短短数月, “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
和

“
旅欧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
”

就相继宣告诞生,谱写出留法梦工俭学生运动的崭新篇章。

1921年 初,北京小组的张申府按陈独秀的委托,氵{L各在留法生中建立党小组,他发展了

天津刘清扬入党,随后又和刘介绍月恩来入党。 3月 ,他 rl又和赵世炎及上海小组来的吴明

(陈公培 )沟通了关系,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里大运动后,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

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此,月 恩来于1922年 2月 前往柏林,在留德学生中建立与发

展共产主义组织。在里大斗争中失去护照,无法栖身都市,正在北法做清理战场苦工的赵世

炎,也多次写佶向旅居法、比、德的同志联络筹各。 4月 下旬,他还接连致函业已返国的吴

胡 和李立三: “
关于青年团的事⋯⋯亟待你们在国内的帮忙、接济并答复。

”
他在信中详细

询问了国内青年团的情况,要求将党的重要文件、团章和团的印刷品尽速寄给他,并要团中

∶央
“
指示应有的方略

”
。对团员的标准,他坚持

“
取极端严格手续

”,同 时又主张对够条件

者
“
务求没有遗漏

”
。他看到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

“
近时倾向大变

”
,

Fx,欣喜地要求国内配合做工作:以使他们入团①。经过紧张的筹备,1922年 6月 ,由赵世炎

主持,“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
ⅠE式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宣告成立。与会代表共18人,除周

恩来1赵世炎、李维汊、李富春等外,还有刘伯坚、萧朴生、傅钟等川籍青年。赵世炎被选

为书记,月 恩来担任宣传,李维汉担任组织。不久赵世炎、王若飞、陈氏昆仲和萧三等 5名

党员,又经阮爱国 (胡志明 )介绍入法共。旅欧
“
少共

”
因而加强了和法共的关系。翌年 2

月,旅欧
“
少共

”
又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按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改为

“
旅欧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 因赵世炎即将赴苏学习,会议选举周

恩̌来为书记,萧朴生、刘伯坚等为委员。当时旅欧团员约⒛多人,分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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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川 籍团员在其中发挥丁骨干作用。走后任总支书记的,除赵世炎外,还有刘伯竖 (第三

属)和傅钟 (第五届 )。 在旅法支部负过责的,有萧朴生、傅钟、邓小 平、杨 伯 恺、李 大

章、雷定琨、任卓宣 (叶青 )等 ;在旅比支部负过责的,有刘伯坚、聂荣臻、江克明、毛德

成等。以后团员增至 30O多人,川 籍团员仍占很大比例,象成都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

校由萧朴生、程秉渊 (子健 )、 穆清、黄里州等13人组织的
“
劳人团

”
,后来除 1人外,全

都入了团,并转为申共党员。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入团者,总计在 百人 以

上。②

川籍团员在旅欧总支部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例如为对外宣传:总

支部出版了《赤光 》周刊以代替原来的 《少年 》半月刊, 《赤光 》的封面就是四川周权设计

并制的版。赵世炎、刘伯坚、傅钟、邓小平、萧朴生等为刊物写过很多关于马列主义和时事

评论的文章,对提高旅法同学和华工的政治觉悟有很大影响。当时年纪最小的邓小平还参加

了《赤光 》的编辑出版,专管刻印,他的字工整秀丽,印 刷清晰,简直和铅字不相上下,因

此被誉为
“
油印博士

”
。为了把华工的斗争引上正确的轨道,总支部专门建立了萧朴生为主任

的华工运动委员会,组织团员深入华工举办夜校、识字班、工人俱乐部,协助华工中的先进

分子瓦解行会和帮派,建立了统一的华工总会,并出版 《华工旬报 》,系统地对华工进行爱

国主义教肓和阶级教育,向 尥们灌输马克思主义,使一批优秀华工入党入团,走上了革命道

路⑧。川籍团员还积极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
少共

”
成立前后,为批判吴稚晖、李

石曾等曾鼓吹的无政府主义,赵世炎在 《少年 》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和无政府主义者办的

《工余 》展开激烈论战。他还为争取陈氏兄弟转奉共产主义费了不少心血。1923年 以后,聂

荣臻、刘伯坚、萧朴生、许肇糯等又参加了对旅法川生中的反动分子曾琦、李璜、何鲁之等

为头子的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
主要是在 《赤光 》上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反动观点,有时就开

会面对面地辩论 ①
”

象许肇糯就在 《赤光 》上例举大量证据确凿的事实,揭露国家主义派

组成的青年党
“
和教徒、军阀、帝国主义全是

‘
一丘之貉

’”
。淋漓尽致地痛斥他们是

“
反

革命
″

和
“
军阀的走狗

”
⑤。另外,在 1923年 旅法华人反对列强阴谋

“
共管

”
中国铁路的斗

争中,在 192硅 年底反对皖系军阀徐树铮代表段祺瑞政府赴法大借款的斗争中,在 1925年 6月 声

援国内
“
五卅

”
运动的斗争中,川 籍团员也都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6月 斗争后,因青年党

告密,李 大章、雷定琨、金百懿等还被法国警方逮捕,强驱出境。他们在致旅法华人的留剔

书中说: 
“
我们虽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追与反革命派之陷害,但决不因此灰心,且将倍加奋发

尽全力以打倒他们
”

。 “
起来!战!战 !战 !” ③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有不少川籍党团员由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转赴苏俄j进入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从 1923年底到1926年 初,陆续去俄的有赵世炎、刘伯坚、聂苯臻、钟

汝梅、冉钧、穆清、邓小平、傅钟、陈家珍、王极知、许肇榀、许祖熊、周文楷、李鹤龄等

数十人。他们终于实现了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学习考察的宿愿。

川籍留法勤工俭学生不但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学业完成亦是成绩

斐然。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格累诺布耳大学、三太田矿业专门学校、梭米耳工业学校、密

鲁士及鲁贝高等纺织学校、巴黎大学、锡南大学、里尔工学院及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毕业

的,就有 ⒛0余人⑧。不少人还获得了博士、硕士、工程师等学位和称号。当然:其中有些

人一直不与闻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沉溺于埋头苦读。他们不是社会制度大 变 革 的 斗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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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则成为学有专长的学者、作家和工程师,也曾以已一技之长报效国家和社会。他们在学

业上的成就,却证明了中国人、四川人的聪明才智并不比外国人差。至于青年党的曾琦、李

璜、何鲁之者流,以及最终沦为革命叛徒的叶青,他们是旅法川生的败类,他们的恶名玷污

不 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流。

我们为之 自豪的是,在 中国革命峥嵘而漫长的岁月 中,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成长起来

的四川籍共产主义战士,艰难创业,矢勤矢忠,不少人成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袖,为祖 国和

人民鞠躬尽粹,无私地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更多的则在革命征途壮烈捐躯,血沃中华。

他们代表着留法勤工俭学的主流和正确方向。他们的英名和光辉业绩将史册永垂。他们永不

懈于追求真理,一片丹心爱国、为国、报国的崇高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继者景仰和发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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