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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历史的坐标拨回到 1840年，那
是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间。
从那时开始，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国内封
建专制的腐朽统治，使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
患的灾难深渊，身处海外的侨胞因祖国积贫
积弱而备受蔑视、排斥、欺凌，他们自心底
呼唤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因此，他们积极
支持和参与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为
推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作出重大贡献。
孙中山先生盛赞“华侨是革命之母”。但
是，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
遇。身处外部世界的部分华侨、留学生继续
寻求救国真理，探索强国之路，开始自觉不
自觉地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理
论介绍到国内，侨胞中的先进分子与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一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
运动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他
们当中，有“万里投荒”、牵线建党的杨明
斋，有组织旅俄华工、三见列宁的刘泽荣，
有深品真理味道、苦心翻译 《共产党宣言》
的陈望道。在风雨如晦的漫漫长夜，正是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
发展的方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犹如
划破黑暗夜空的希望之光，使苦苦寻觅祖国
强盛之路的海外侨胞看到了光明。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一批华侨毅然在时
代的滚滚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惜抛头
颅、洒热血。身居海外的广大华侨逐步在历
史的进程中了解共产党、认同共产党、选择
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
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著名侨领陈
嘉庚为代表的广大海外侨胞，掀起了空前的
爱国热潮。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成立了八路军
办事处，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引导发动海外
华侨积极为祖国捐款捐物，组织众多华侨回
国参加抗战。在南洋深孚众望的侨领陈嘉庚
先生本是坚决的“拥蒋派”，1940 年率团从
南洋回国了解抗战境况后，政治立场发生了

根本转变。在重庆，他看到的是国民党政府
纸醉金迷、贪图享乐，全无抗战斗志。在延
安，他看到的却是生机勃勃、民主平等的新
气象，了解了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的英勇
事迹。特别是在破旧的延安窑洞里，陈嘉庚先
生与毛泽东进行了坦诚交流，对中国共产党
真心抗战、勇担民族复兴重任有了深刻认识，
由衷地发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呐喊，
这不仅标志着其个人政治立场发生变化，也
预示着海外华侨心向共产党的转变。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两
种命运的抉择。国民党政府置和平建国的民
心而不顾，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在经济上
疯狂掠夺人民财产，在军事上悍然发动内战，
使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海外侨胞痛
心疾首。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海外侨胞反响非常热烈。陈嘉庚先生主持召
开新加坡侨团大会，在海外率先响应中共“五
一口号”。司徒美堂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老身
份发表“国是主张”，回应中共中央号召。众多
海外侨团纷纷响应，形成了海外侨胞心向共
产党的强大声势。对新中国的建立，海外侨胞
充满了向往和期待。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冲破
重重阻力和障碍，毅然回国参加新政协，代表
海外侨胞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海外后，海外侨
胞奔走相告、额手称庆。各大洲华侨通过各
种集会、座谈会、游行等方式表达对新中国
成立的喜悦之情。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
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欺
凌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建设新中国，吸引了大量海外侨胞毅然
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为新中国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实现快速
发展作出贡献。以钱学森、华罗庚等为代表
的一大批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成为新中国各
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王文教、汤仙虎、侯
加昌、林慧卿等华侨体育人才，对新中国体育

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还有众多的侨生，纷
纷回国求学，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中国共
产党和国家适应形势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
侨务政策，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华侨权益的法律
法规，同时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为建设新
中国和发展新中国外交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广大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的爱国心、报国志得以充分展现。
海外侨胞率先回国投资，最早一批投资于中
国的外资就是华商。迄今，华商一直是我国
引进外资的主体。据统计，港澳侨商企业约
占我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投资约占中国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一大批回国
的高层次人才成为我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的技术骨干和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涌现出吴
孟超、钟南山、黄大年等一大批杰出侨界科
技人才。海外侨胞不仅带回资金、技术，还
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积极传播中华文化，促进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
人民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
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
开辟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既是中国
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
的梦想相通。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
好。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是世界繁荣发展的正能量。广大
海外侨胞要运用自身优势和条件，积极为住
在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更好
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我们相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广
大海外侨胞一定能够发挥新的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作者为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站在
这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回望百年侨史，不
由得感动于海外侨胞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携手奋斗史，感慨于海外侨胞百年来与中
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情怀。作为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广大海外侨胞在
历史的进程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

新中国。
本报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合作，今日

起推出“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专栏，回顾中
共百年历史中与侨相关的难忘瞬间与精彩片
段，其中有些故事是首次对外披露，以此重温
中国共产党开展侨务工作的初心和使命，在
新时代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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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1882 年 3 月出生于山东平度。16 岁辍学务
农，19岁时闯关东，后赴俄国。由于勤奋好学，他熟练掌
握了俄语。

1908年，杨明斋到西伯利亚矿区，作为华侨工人参加
了布尔什维克的相关活动，并在“十月革命”前正式加入
了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参
加了苏俄红军。杨明斋积极动员华工参加苏俄红军，并进
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海参崴参加革命
工作。杨明斋成为中国人中最早的共产党人 （俄共） 之
一，李大钊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

1919 年，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引起共产国际关
注。共产国际决定向中国派出工作组。1920年初，杨明斋
作为工作组成员，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化名吴廷
康） 一起来到中国，担任翻译、参谋和向导。杨明斋先安
排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单独见面，商讨建党事宜。然后，他
们带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接触。5 月至 8 月，
在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杨明斋在上海协
助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很快又与陈
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中共在上海成立早期组织后，认为应培养后备力量，

组织更多的青年投身革命活动，决定成立青年团组织。杨
明斋与俞秀松等共同研究确定了青年团的宗旨、性质、组
织机构，明确了青年团的任务和作用。1920 年 8 月 22 日，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杨明斋的住所宣告成立，成为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

1920年 9月，杨明斋在法租界租用渔阳里 6号石库门，
开办了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
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该校教师多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
员，杨明斋任校长并亲自教授俄语，任课时数最多，成为
很多早期中共党员的俄语老师。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
杨明斋还组织成立了中俄通讯社并任社长。这是共产国际
工作组建立的一个公开活动机构，也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工作机构。通讯社大量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共产国
际方面的资料。据统计，从 1920年到 1921年 7月，仅在上
海报刊上发表的稿件就有140余篇。

1921年春，杨明斋与张太雷共同起草了“成立共产国际
远东局中国支部”的报告。杨明斋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
表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俄国伊尔库茨克，就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
多次汇报和商谈，最终确定中国共产党隶属共产国际，是共
产国际的一个支部。6 月至 7 月，在中共“一大”筹备召开之
际，杨明斋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三
大”，成为以中共身份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最早一批人之一。

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开始。为满足国共两党
干部培训的需要，1925年10月，共产国际决定建立莫斯科
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培养干部。杨明斋在上
海负责选拔、招收留苏学员工作，先后选送两批干部赴苏
学习，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伟民、
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人。其中第二批人员
由杨明斋亲自陪同赴苏。到达莫斯科后，杨明斋被共产国
际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

在中青年占多数的早期中共党员眼中，杨明斋深得敬重。
周恩来曾在回忆党的历史时，尊称杨明斋为“忠厚长者”。

杨明斋——

奔走奔走中中俄的中共俄的中共

建建党党““牵线牵线人人””
吴 树

1921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合影。1921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合影。

刘泽荣，又名刘绍周，祖籍广东。清
朝末年，他随父母到俄国高加索定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在中国
招募华工 20 万至 30 万人，参与远东开
发、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等。到 1917 年，
留在俄国无法回国的华工约有 15 万人。
不少华工身无分文，流落街头。刘泽荣
同情旅俄华工的悲惨遭遇，联络张永奎
等旅俄留学生、华侨成立“中华旅俄联
合会”，并被推选为会长。他们多次向俄
国临时政府和中国政府提出救助华工申
请，并帮助部分华工回国。1918 年 12 月，
在俄共（布）的支持下，中华旅俄联合会
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以下简称“联
合会”），刘泽荣再次当选会长。

当时，很多旅俄华工加入了苏俄红
军，成立了中国团、中国营等，在保卫
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中浴血奋战。列宁的
卫队中有不少中国战士，旅俄华工联合
会的活动也引起了列宁的注意。1919年
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
会召开。刘泽荣以中国工人组织领导者
的身份受邀列席大会。在 3 月 5 日的第
四次全体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列宁宣
布：“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刘泽荣先
用汉语、后用俄语作了祝词，他说：

“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
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
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
在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
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
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
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1919 年 11 月 19 日，为解决联合会
工作问题，刘泽荣第二次见到列宁。列
宁亲切地与刘泽荣谈了近 1 个小时。刘

泽荣将苏维埃外交部发给他的证明书给
列宁看，内容为：

“兹证明本证书的执有者，中华民
国公民广东籍人刘绍周同志，是经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登记
为在俄罗斯领土内合法活动的‘华工联
合会’的会长，唯一的由旅俄的中国公
民和工人所授权为保护他们利益的人。
该会长有权直接同一切政府机关和社会
机构联系，以便办理有关保护中国人利
益的事项，并且享有个人的不可侵犯
权。希望一切机关和苏维埃对他予以各
种协助以及在旅行途中予以方便。”

列宁看完后，马上拿起钢笔，在证
明书上用红墨水写了一句话：

“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主管人员
对刘绍周同志予以一切协助。人民委员
会议主席乌里扬诺夫 （列宁） 一九一九
年十一月十九日”。

写完后，列宁又让秘书在批示的旁
边盖上“人民委员会议”的印章，并把
批示编号，使证明书成为苏维埃政府的
正式指示。

在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不懈努力下，
俄国各地相继成立华工联合会，并成立
了华人共产党组织。为建立全俄统一的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1920 年 6 月，旅
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议成立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关。此次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联合会成立了“俄共

（布）华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俄共
（布）华员局。俄共（布）中央于 1920 年 7
月 1 日批准了该委员会为唯一的旅俄华
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构。委员会的成
立，是旅俄华工与苏俄革命事业紧密联
系的必然产物，对在华工中传播马列主
义有重要影响。1920 年 7 月，刘泽荣代表
俄共（布）华员局列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
表大会，并第三次被列宁接见。

作为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中国人，刘泽荣的经历对中国革命的意
义重大。1950 年 9 月，周恩来在外交部召
开的外事座谈会上郑重介绍道，刘泽
荣作为一名旅俄华工的代表，参加共
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并三次见到伟
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确实是位了不起
的中国人”。

刘泽荣——

共产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代表”
密素敏

刘泽荣——

共产共产国际舞台上国际舞台上的的““中中国代表国代表””
密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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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百 年
航程 赤子侨心”展
览在中国华侨历史
博物馆展出。图为
此次展览的一部
分，再现了1939年
5 月 11 日，在延安
庆祝鲁迅艺术学
院成立一周年的音
乐晚会上，爱国华
侨、人民音乐家冼
星海，身着灰布军
装，指挥《黄河大
合唱》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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