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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必须凝聚全民族力量，才能赢

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而国共合

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是灿烂的灯塔。一

时间，朝鲜和其他亚洲被殖民国家青

年传诵着充满热血的口号：“到黄埔

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26 年

北伐战争启动时，数百名朝鲜青年参

加国民革命军或留校任教，他们普遍

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上海档案馆馆员李红介绍，朝

鲜籍同志在红军中发挥着不容忽视

的作用，尤其不少人曾在黄埔军校、

云南讲武堂等高等军事学府受训过，

有较高作战素养和阶级觉悟，是革

命的宝贵财富。聂荣臻元帅曾记得，

当年打下漳州时曾缴获飞机，当他

乘该机飞回“红色首都”瑞金时，

驾驶员就是一位朝鲜人。

长征开始时，红军队伍中有 30

余名朝鲜革命者，其中最著名的当

属武亭和毕士悌。前者早年是奉系

张作霖欣赏的金牌炮兵中校，可他

放着高官厚禄不要，1925 年加入中

共，投身革命，1935 年长征途中，

党中央一度失去与红军各军团的联

系，随红三军团行军的毛泽东要恢

复与红一军团的联系，执行送电码

任务的就是武亭。至于毕士悌，是

全家在祖国“三一运动”中遇害后

流亡到中国，以一腔热血投身黄埔

军校，并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影

响下秘密加入中共。长征途中，身

为红军干部团参谋长的毕士悌总是

身先士卒，从四渡赤水到抢渡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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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向敌人招供。”晚饭间，当记者

聊起同样的话题，快要和子女有“话

题沟”的父母似乎找到倾诉的机会，

兴奋地谈起久远但却鲜活的往事，

仿佛他们的青春和激情又被唤醒。

……

面对记者拿来的“田野观察”，

长期从事朝鲜半岛及东北亚问题研究

的吉林大学教授郭锐只回了一句话：

“中朝传统友谊，用物质无法衡量。”

共产主义同路人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国事访问，

在朝鲜《劳动新闻》上发表的署名

文章里，习主席深情地写道：“长

期以来，在中朝两党坚强领导下，

不论是在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

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

是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中，两国人民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友情，可以

说是‘历久弥坚金不换’。”

在郭锐看来，中朝传统友谊形

成与发展过程中，党际交往始终是

重要根基所在，并发挥着价值引领、

舵手领航的作用，“这是历史形成

的特殊性，它在当前的政治中都是

鲜活的和可取的，塑造了我们的政

治思维乃至文化取向”。

现当代的中朝关系中，1919 年

爆发的“三一运动”是个重要节点。

以和平请愿寻求独立的朝鲜人遭到

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众多爱国

者流亡中国。在云集朝鲜精英最多

的上海，共产主义思想取得传播优

势，这一过程恰与中国共产党的建

立吻合。“那个时候，朝鲜爱国团

体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义烈运动，靠

个人或小规模组织开展抵抗，以自

我牺牲的刺杀行为消灭朝鲜民族敌

人。”郭锐具体解释，所谓“义烈”

就是指义士和烈士，朝鲜先进分子

渴望用战斗显示存在，但神圣事业

却毫无进展，“没有先进思想领导，

路径问题就无法解决”。

1924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进入高

潮，中华大地开启大革命浪潮，受此

影响，大批朝鲜人犹如获得新生，意

识到自己的祖国和中国一样需要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