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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取火种
这些留学生中，最早的是一批留

日的学生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

把革命火种带回了中国，他们是一批
最早的播火者，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主

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有中共“一
大”代表李达、李汉俊、董必武、周佛海

等和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

留学日本，对陈独秀、李大钊产生
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是后来他们成为

共产党创始人的一个重要起点。
陈独秀从 1901年到 1915年先后

五次留学日本，无论是发动新文化运动，
还是创建早期共产党组织，都与他的留

学经历密切相关。而李大钊 1913年东
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由此接

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4年 7月，陈独秀最后一次东渡

日本。他在同年 11月，在章士钊办的
《甲寅》杂志上首次用笔名“独秀”发表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文章尖锐地批
评当时国人只有传统的盲目“爱国心”，

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近代国
家观是“为国人共谋幸福的团体”，而不

是当时腐败卖国的北洋政府。如此国家
“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陈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李大
钊在反复思考与研究后，写出了《厌世

心与自觉心》一文。他在指出陈独秀对
现实政治所持的批评立场有消极情绪

外，也肯定了陈独秀对祖国是一位“深
思挚爱之士”，说陈文是以激愤之情来

唤醒民众的“爱国心”。他俩在日本进

行了第一次思想交集。
陈独秀虽没有回应，但以朋友身

份邀请李大钊为《青年杂志》撰稿。这
是他俩在《新青年》合作的开端，也推

动了新文化运动，并为“南陈北李”携
手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2017年，陈独秀北上就任北大文科学
长并把《新青年》迁至北京，李大钊连

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

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

的胜利》三篇文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最早播撒真理火种。

李汉俊 1915 年 7 月考入东京帝
国大学。他在日本 14年，结识了陈独

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进步青年，受到
了先进思想影响。1918年底，李汉俊回

国来沪，担任《星期评论》编辑，该刊积

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 2月，陈独
秀抵达上海后，就与李汉俊等商谈建

立共产党事宜。4月，陈望道根据日译
本、英译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文

版，先将译稿送至渔阳里，经陈独秀、
李汉俊校对后出版。

1920年 6月，陈独秀在渔阳里《新
青年》编辑部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

统及陈公培等，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
产党组织。这 5名最早的党员先后留

学。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留日，俞秀
松后来也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等深造学

习，陈公培则赴法国勤工俭学。
赴日留学，也影响了李达的人生。

留学第一年，李达学习日语、英语、德
语，为他日后研读、宣传马克思主义奠

定了基础。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留学，
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理科。1920

年 8月回上海后，即加入共产党组织，
并于 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

董必武是 1914 年自费留学日本
的，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读法律。1919

年 1月，董必武在上海认识了李汉俊。
李汉俊向他热情介绍了十月革命和马

克思主义，让董必武深受影响。董必武

称李汉俊是他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
1917年赴日留学的周佛海，也受

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1920年暑假，周
佛海在上海入党。返回日本，他与施存

统共同组建了中共旅日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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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风雨如磐、内忧外患的中国，有一群胸有
抱负心怀理想的有志青年，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远渡重洋，留学海外，发奋学习，追求真理。他们大多从上
海黄浦江边的码头出发，驶向水天一色的大海。有的东渡
扶桑；有的北往苏俄；有的远赴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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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思想，从此启程。从 1919年

初到 1920年底，先后有 20批来自

18个省的 1600多人到达法国。他们
“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学新知识、新

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那时的法国是中国进步青年的

聚集地。先后涌现了周恩来、邓小平、
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富春、聂荣

臻、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

徐特立、蔡畅、李维汉等一批党的领
导骨干。革命史诗剧《我们的法兰西

岁月》，展现了这段青春无悔、壮怀激
烈的红色历史。

蔡和森是 1919年 12月 25日与
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一

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邮船赴
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来沪在黄浦

码头欢送他的好友。在 35天的海上
漫长航行中，在你争我论的雄辩里，

共同理想使蔡和森和向警予两颗青
春火热的心擦出了火花。

巴黎南方有个蒙达尼小镇，蔡和
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向警予、

蔡畅等 140名中国学生在此留学。蔡
和森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凭着一本

法华字典，不到半年，就阅读了马克
思主义著作等小册子上百种。在激

情澎湃的日子里，蔡和森和向警予互
换诗作，表达爱恋和理想。1920年 5

月，他们在蒙达尼结成革命伴侣。
蔡和森在 1920年 8月 13日和

9月 16日写了两封长信给在国内的
毛泽东，发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

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复

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
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在延安同美

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在法国，许多
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

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
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

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
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1920 年 9 月 11 日和 11 月 7

日，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和“波尔

多斯”号驶离上海港，那时人们都不
知道，它们载运后来名扬世界的两名

乘客去了欧洲，他俩是邓小平和周恩
来。周恩来在巴黎，经北京共产党组

织成员张申府及妻子刘清扬的介绍
入了党。

1922年 2月，邓小平也来到蒙
达尼小镇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他

在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接受
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去巴黎参加了

周恩来负责的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
物《少年》（后为《赤光》）的编辑工

作。白天做杂工，晚上忙
刊物。邓小平就把稿件

一笔笔地刻写蜡纸、油
印、装订。因邓小平刻字

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
雅，被大家称为“油印

博士”。周恩来、邓小

平等同吃同住，朝夕

相处，喝白水，啃面
包，生活简朴，革命热

情却非常高涨。

莫斯科校园
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

等都是 1920年 8月后相继来到正在

忙着建党创团的新渔阳里 6号，这里
挂牌外国语学社，其实是党创办的干

部学校，进行赴俄留学培训。俄文由
杨明斋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

夫人库兹涅佐娃主讲。教师有李达、

李汉俊、袁振英等，还请来陈独秀、沈
雁冰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

道等来讲课。
1921年 5月中旬，刘少奇、任弼

时、萧劲光等培训后从上海坐邮轮，
取道日本再到海参崴赴苏俄留学。下

船后，他们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取得
联系。由于刘少奇等人数较多，进出

引起了北洋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
怀疑，刘少奇等被带去进行盘问。由

于机智冷静应对，最终逢凶化吉。从
海参崴乘上火车，他们经伯力、海兰

泡、赤塔、伊尔库茨克……前往莫斯
科。因战争毁坏，铁路不畅，开开停

停。火车缺煤又被迫烧木柴，为此，他
们常下车去山里搬木材。这一路竟走

了三个月。到达莫斯科正逢共产国际
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任弼时

等被安排做些会务工作，并轮流列席
大会，聆听列宁的报告。8月 3日，刘

少奇、任弼时等作为第一届学员进入
了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全班共 30

多人。这一天，中共一大正在距离莫
斯科万里之外的嘉兴南湖闭幕。为了

保密，学员都取俄文名字：刘少奇叫

达尔斯基，任弼时叫布林斯基。这年
冬天，刘少奇与罗亦农、彭述之等第

一批由团员转为党员。
朱德是 1922年去欧洲留学的。

他在柏林，遇见了一生的挚友周恩
来，并在周恩来介绍下入了党。1925

年，朱德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中
共旅欧支部先后选送了邓小平、赵世

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
李富春、蔡畅等进入东方大学，国内

也送来叶挺、关向应等入校。东方大
学中国班学员达 100多人。中国班后

并入中山大学，培养了 1000多名毕
业生，有俞秀松、王稼祥、秦邦宪、王

明、叶挺、朱瑞、左权、乌兰夫、杨尚
昆、陈赓、伍修权、陈伯达、刘伯承、凯

丰等。
黄浦江，见证了 100年前一批批

有志青年胸怀追求真理、救国救民、
振兴中华的理想，从黄浦江畔远渡重

洋，踏上革命之路。留学海外，取回真
理，播下火种，点亮中国。它为孕育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培育一大批信仰坚
定的共产党人，留下了一幅可歌可

泣、恢弘壮美的红色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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