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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印

1919年至1920年，一批中
国青年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
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从上海
出发，历经两个多月，抵达法
国马赛港，再乘火车分赴法国
各地。其中，有一支 300 多人
的队伍选择到一座距离巴黎约
100 公里的小城“蒙达尔纪”
勤工俭学，邓小平、蔡和森、
陈毅、李富春、蔡畅等数百人
曾在这里求学求知。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许多身在法国
的中国留学生自发地来到这座
承载着丰富红色文化的小城，
重温那段历史。

刚下火车，映入眼帘的是
蒙达尔纪火车站的站前广场，
这座广场在2014年被命名为邓
小平广场，旨在纪念邓小平诞
辰 110 周年和中法建交 50 周
年。在广场中央高耸着一座名
为 《百年丰碑》 的雕塑，它生
动地刻画了中国有识之士和有
志青年留法求学、探索救国救
民道路的英姿，浓缩了中法交
往的一段重要历史，见证了这
些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在
这个城市做工、学习、探索革
命道路的耕耘与努力。

跨过一座石桥，行走约10
分钟，一栋古老的建筑上赫然
写着“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
尔纪纪念馆”几个汉字，这是
一栋三层小楼，是昔日的留法
前辈们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
的场所。身处其中，我们仿佛
还能感受到当年他们在这里翻
译马克思主义书籍，讨论共
产 主 义 理 论 的 氛 围 和 场 景 ，
一种情怀与理想瞬间涌上我
们心头。

我在想，100 年后，我们
这些中国学生赴法留学，从这
里打开了进一步深刻了解世界
与中国的窗口。相同的是目的
地，不同的是我们身后的祖国
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走出纪念馆，我们仍然沉
浸在那种热烈昂扬、积极向上
的氛围里，仿佛穿越时间回到
了过去。

追 寻

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
了青石路的尽头，进入一座
僻静的法式园林——杜吉公
园，绕过竹林中的涓涓细流，
只见一块醒目的指示牌，上面
写着“伟大的足迹蒙达尼会
议会址”。

蒙达尼会议是一个重要的
历史坐标，正是在这个会议
上，以蔡和森、向警予等为主
的留法学生提出了建立中国共
产党的主张。后来，蔡和森在
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充满激情
地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理论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毛
泽东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
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

成”，并告知蔡和森，国内目
前已经在进行党组织的筹备。

如今，透过这些激扬的文
字，仍能感受到革命先辈当年
的万丈豪情。我们不禁感叹，
百年前这座小城聚集了多少胸
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他们的青
春在这里闪耀，从彷徨呐喊到
探索觉醒，再到笃定前行，直
至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
者。蒙达尔纪，这个颇具传奇
色彩的城市见证了这一切。

顺着繁华的主路，我们来
到了市中心，一座宏伟的古典
建筑正是蒙达尔纪的市政厅所
在地，这里同样树立着“伟大
足迹”的指示牌，上面写着：

“男子公学旧址”。
遥想百年前，老一辈留法

先驱们就是在这里读书的，那
时法国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
战，经济萧条，劳动力大减，
公学的工作人员中有很多复员
的伤残军人。显然，恢弘的校
舍与惨淡的校内景象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这里的一切都在诉
说着战争与和平对于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影响。我想，
这些场景、这里的一幕幕一定
给革命先驱留下了深刻印象，
使他们对欧洲的真实情况有了
深刻的理解。

与今天的留学生不同，老
一辈留法学人是需要自己挣学
费和生活费的。蒙达尔纪的哈
金森橡胶厂就见证了这一段历
史。1920年至1927年间，有数
百名中国留学生在此打工，其
中就包括邓小平。

邓小平曾在这里的制鞋车
间干了几个月的杂工。当时，
邓小平是以邓希贤的名字注册
在厂。如今，厂房前面的纪
念碑上还复制有当年邓希贤
的工卡。

勤工俭学的生活十分清
苦 。 青 年 学 子 们 每 周 工 作 6
天，每天工作 9 小时，但工钱
却十分微薄。工厂主对待学生
们非常苛刻，除了随意延长工
作时间以外，还会编造各种理
由克扣其工资。晚上，劳累了
一天的学生工人挤在专门为他
们搭建的木棚里，几十个人拥
挤一处。

然而，尽管工作与生活环
境艰苦，邓小平始终保持着乐
观的情绪。每天下班之后，工
棚里很热闹，大家闲谈，开玩
笑。或许，这种在艰苦环境中
保持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
造就了革命先驱们坚韧不拔的
性格。

纪 念

在巴黎，布洛涅森林在
西，班斯诺森林在东，它们东
西呼应，宛如这座城市的两颗
绿宝石。我时常会路过布洛涅
森林，看着草木生长，想象历
史与现实在此刻交汇。

1921年春天，周恩来到达
巴黎，并参与了旅法共产主义
小组的组建工作。次年 6 月，
周恩来又召集了赵世炎等18名

进步青年在巴黎西郊的布洛涅
森林召开了组建了旅欧中国少
年共产党的会议。党部就设在
如今巴黎第13区意大利广场附
近的“海王星旅馆”。1922 年
至1924年间，周恩来白天在这
里勤工俭学，晚上开展党团活
动，并创编了宣传马克思主义
思 想 的 革 命 刊 物 《 赤 光 》

（原名《少年》）。
参观过这里的学子们都知

道，周恩来当时的工作环境非
常艰苦，房间仅有七八平方
米，除了能摆下一张床和一张
办公桌之外，几乎就没有空地
了。但这间屋子却并不寻常，
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富
春等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如今旅馆
的外墙上特意镶嵌了一块周恩
来的青铜雕塑，以缅怀他们在
法兰西的峥嵘岁月。

时至今日，每当重要节日
时，总会有不少华侨华人、在
法中国留学生甚至当地居民来
到这间旅馆，在雕塑前献上鲜
花以表追思。我和我的同学常
会来到这里，周恩来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才智与
修养，激励着今天的我们砥
砺前行。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留法学
子，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
感慨万千。遥想当时的中国，
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无数仁
人志士奔走四海，赴险如夷，
上下求索济世救国的良方。正
是因为一代代革命先辈的前赴
后继，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
家昌盛和民族复兴。历史证
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创造了奇迹，为中华文明发展
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今天，我们在法国求学，
追寻早期留法学人的足迹。仔
细聆听，那段历史仿佛依旧在
风中呼唤，这份信仰、这种精
神，鼓舞、激励着所有的海外
学子！

（作者系全法中国学者学
生联合会主席、巴黎第八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读博士）

住

提到德国除了“严谨”，听到最多的词汇可能是“质量
好”。记得刚来德国的时候，带队老师说我们的宿舍在当地
房龄很新，大约建于1994年。眼前的房子实在令人惊讶，质
量很好，20多年的房子内外看着都像是刚刚建成一般。进楼
一看，网络接口、各种家电一应俱全。尽管后来发现网络并
不快，家中热水器也没有想象的结实，但总归是瑕不掩瑜。

这是因为德国人定期会对房子做翻新和检查，当然，更
离不开初建时的精益求精。当然，也并不总是“慢工出细
活”，宿舍门前的路从我刚来德国时就在修，过了两年还是
没有修好，有时这效率也很让人无奈。

德国人喜欢住在大城市周围的小村子里，带小花园的房
子，再养条狗，安静又闲适，静静享受生活里的闲暇。

行

或许因为德国人彼此间都住得很远，基本上每个德国家
庭至少拥有一部车，这也直接导致了德国人对于自驾游的狂
热。一辆房车走到哪住到哪，加上一身功能齐全的户外装
备，就可以自由穿梭在城市和山林中，自由又快乐。当然，
除了游山玩水，德国人也很喜欢去逛博物馆，感受每一个地
方的文化和历史。

生活是衣食住行，又远不止是衣食住行。话德国，话的
是德国生活，也是不同文化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常用

“留德华”来称呼自己，用海外学子之眼看世界、了解世
界、思考世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取长补短的过程。

（作者系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在读学士）

上世纪初，为了振兴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一批
怀着民族救亡抱负的中国进步青年远渡重洋、负笈海
外，学习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探索救国图存的道
路，在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日本等国留下了
学习和奋斗的足迹。

留学期间，这批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获取新知
识，接触新理论，接受新思想，打开新视野，不仅逐
渐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而且为确立信仰、选择道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他们将
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懈努力、积极探
索，在异国他乡留下了不朽的红色印记，在风云变幻
的中国历史舞台上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芒。

历史的足音仍在回响。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立

100 周年，我们特推出 《海外学子寻访革命前辈的红
色足迹》系列报道，请读者跟着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的
脚步追寻革命前辈的留学足迹，感受他们探索救国道
路的心路历程，一睹那些打上历史印记的留学地如今
的风貌。

在追寻历史印记的过程中，旅欧勤工俭学运动是
值得书写的一章。一批批有志中国青年旅欧勤工俭
学，足迹遍布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等欧洲多
国。他们不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还通过各种
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本期，我们将走近承载着丰富红色文
化的法国小城蒙达尔纪。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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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时尚界有一句很出名
的话：“没有在柏林参加过时装周的设计师，这辈子都不会
出名”。德国是一个以重工业闻名世界的钢铁国家，但其实
这里也是世界闻名的潮流时装胜地，有许多知名设计师，像
时尚界的“顶梁柱”、被称为“老佛爷”的卡尔·拉格斐就出
生在德国汉堡。

但德国人却似乎并没有将时尚潮流融进血液。冲锋衣、
户外鞋、登山包是德国街头的常客；五彩斑斓的哥特发型、
一身铆钉、拿着酒叼着烟的年轻人仍在为自己磨得发亮的黑
皮衣夸夸其谈，德国人成功地将实用和特立独行这两种特质
展现在每一条街上。

食

记得以前在国内，最爱吃一家名为“南美巴伐利亚烤肉
自助”的店铺，大口吃肉、大口畅饮的感觉确实爽快。尴尬
的是，来了德国才发现，巴伐利亚是德国一个州的名字，好
像确实跟南美没什么关系，也与店里那几种好吃的烤肉没太
多关系。

提到德国美食，脑海中蹦出最多的就是酸菜、香肠和猪
肘。作为一个哈尔滨的常驻民，这三样食物不能说顿顿都
有，但也可以说隔三差五就吃。即便如此，德国的香肠和猪
肘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猪肘的香脆，Bratwurst （德国
一种油煎香肠） 的咸香多汁，都是我在国内没有吃过的风
味。但是，我毕竟来自于美食大国，再惊艳的肘子、再难忘
的香肠也抵不上中餐的魅力。每一个出国读书的学生最后都
练就了一身好厨艺，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在果蔬种类匮乏
的德国超市中，“学生大厨”们竟然凭借有限的食材做出了
一道又一道美味佳肴。真牛！

作为一个来了德国5年的老“德漂”，似乎还
从未和人谈起过德国生活。或许是觉得自己的日常
生活无非就是柴米油盐，没太多新奇，但其实转念
一想，我们的留学生涯原本就是由很多早已习以为
常的故事组成的。这些“段子”既是我们的生活，
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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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内
的“向蔡同盟”雕像。

▲海王星旅馆外，中国留学生向周恩
来青铜雕塑献上鲜花。

▶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
达尔纪纪念馆外墙上的“伟
大的足迹”展览牌。

◀中 国
留学生在中
国旅法勤工
俭学蒙达尔
纪纪念馆内
参观。

开 栏 的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