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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11 月，22 岁的周恩来来到巴黎，开始了勤工俭学

生涯。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兼做社会调查，周恩来在巴黎 13

区意大利广场以东数十米的戈德弗鲁瓦旅馆内住了两年多。其

间，到咖啡馆喝咖啡成了周恩来了解社会、发展社会关系的重

要手段。

在自己勤工俭学及友人的资助下，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

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

察。他以巴黎为活动中心，间或往返于比利时、德国等地。在

较为系统的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

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与

赵世炎等同志亲自组织建立了中共旅欧支部。

留法是周恩来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海外学习生活的

经历不仅让他了解了不同的风土人情，也培养了他与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打交道的能力。于是，从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到中

国重返联合国谈判，周恩来总是以来自东方的“翩翩君子”形

象出现在各国代表面前，为共和国争取到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性

胜利，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样深受留法经历影响的还有邓小平。1920年 10月 19日，

邓小平抵达马赛，入读诺曼底大区的巴耶中学，开启了在法国

长达 5 年的生活。

1921年3月13日，邓小平离校赴法国南部工业重镇克鲁梭，

4 月 2 日以工人编号 07396 入施耐德钢铁厂担任轧钢工。转战

各地谋生之际，邓小平“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

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开

始变化”，进而产生“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在法期间，邓小平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新中国栋梁的老

一辈革命家，并在周恩来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加入

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3 年更名为旅欧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以负

责编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 1922 年 8 月 1 日创办

的机关刊物《少年》（1924

年更名为《赤光》）而享

有“油印博士”雅号。周

恩来评价这位来自天府的

少年由此“接近赤光，走

向世界革命的大道”。

留法岁月为邓小平的一生奠定了基石。一方面，繁重的体

力劳动让他深刻体会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从而使其转变

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在法国的生活经历让他对

资本主义的优势和弊端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为其成为改革开放

的总设计师奠定了视野基础。

坚持扩大派遣留学生，促成中法核能技术合作，拍板汽车

合资生产，提出“一国两制”，南方谈话……邓小平这些决策

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而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得益于留学

法国的思想积淀。

1975 年 5 月 12 日，应法国政府的邀请，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的邓小平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访法之旅。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中

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法国，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

西方大国。

红地毯从机场贵宾室一直铺到了飞机的旋梯下。法国为

邓小平准备了接待元首规格的盛大欢迎仪式，时任法国总理

雅克·希拉克亲自到机场迎接。希拉克在机场贵宾室向小平

总理致欢迎辞后，邓小平特意提到了自己年少时的旅法经历，

他说：“法国是我年轻时曾经生活过的国家，法国人民的热

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旧地重游，感到非常愉

快。”

而当 1997 年 5 月，已当选法国总统的希拉克访华时，为中

国领导人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邓小平上个世纪 20 年代在

法国施耐德工厂打工的工卡。

据前中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回忆，“这个工卡意义真的是

很重大的”。因为，当时距离邓小平在法国打工已经七十多年了，

192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起第1人为聂

荣臻，第4人为周恩来，后排右起第3人为邓小平。

邓小平在法国时的档案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