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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组织中国留学生讨论十九大报告。
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供图

日前，由全韩中国学人学者联谊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党史讲座”举行。图为讲座现场。 《神州学人》供图

1914年，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图为早稻田大学早稻
田校区。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100年来，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了
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梦想而上下
求索，见证着中国从封闭到开放、
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程。

回望百年留学史，一幅“索我
理想之中华”的奋斗画卷徐徐铺
展。一批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出国
留学，努力探索，再回国服务，投
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
一代又一代中国留学生，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留下了动
人篇章。

追寻历史印记，陈独秀、李大
钊等一批曾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先进
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创
建，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又有一批
旅欧勤工俭学的进步青年相继回
国。他们的足迹遍布法国、德国、
比利时、英国等欧洲国家，从彷徨
呐喊到觉醒探索，再到笃定理想，
在火热的斗争里，他们最终成长为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华民族
复兴立下不朽功勋。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
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
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
赏。”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这样说道。李四光、华
罗庚、朱光亚、邓稼先……历史不会忘记，新中国成
立初期，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一大批留
学人员毅然回到祖国，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留学生归
国潮。归国后，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在极其
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拼搏、呕心沥血，为中国教育、
国防、科技、文化及外交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
越贡献，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了扩大派遣留
学生的战略决策，翻开了留学工作新篇章，推动形成
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
潮和归国热。同时，广大留学人员积极投身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中国同其他国家各
领域的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指出，在亿万中国人民前行
的伟大征程上，广大留学人员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
其势。广大留学人员要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
统一起来，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奋
斗之中，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
册之上。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
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工作方针指引下，在“广
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的号召下，一大批海归
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仅 2016年至 2019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就达 251.8 万人，回国 201.3 万
人，学成回国占比近八成。与此同时，留学人员回国
服务的环境不断优化，留学人员环流与国家战略、行
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不断提升，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千帆竞发浪潮涌，百舸争流正逢时”。奋进新时
代，共展报国情，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留学人
员一定能够将自己所学与祖国所需、人民所盼紧密结
合，书写出更加璀璨的时代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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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中国学子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
莫斯科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供图

建党百年特刊建党百年特刊

探索救国图存之路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
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在日本东京都早稻田大
学历史纪念馆的一堵名人名言墙上，有这样一段文
字，写下这段文字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不仅仅是李大钊、还有陈独秀、廖承志等革命先
辈都在早稻田大学留下了奋斗的足迹。”就读于日本早
稻田大学、目前主要从事智能驾驶传感方面研究的夏周
正说，“校史馆还存放着前辈们当年学习的记录。”

今年正逢建党百年，夏周正与早稻田大学学友会
的中国学子一道，追寻前辈足迹，开展采风活动。“早
期共产党人怀揣救国热情，心忧国家未来，胸怀伟大
理想，他们探求救国之路的经历令人敬佩，他们的精
神穿越时空，激励着成长在这个幸福美好时代的学
子，心怀理想，奋发学习，报效祖国。”夏周正说。

1921 年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首批社会主
义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这批致力于救国救民的青年回国后推动了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这些优秀的留学前辈带着在海外学到的知识回到
祖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留学报国’的初心。”正在
莫斯科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高牧洋说，“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 100 周年，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上，作为一名留俄青年学子，感受到的是一种沉甸甸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高牧洋表示，回望历史，革命前辈用汗水、鲜
血、生命换来了今天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新一代青
年应汲取前辈艰苦奋斗的报国精神，坚定捍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传承好、发扬好前辈们的爱国
精神与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在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博士生陆倩雨的故乡
上海，自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共有1600余名有
志青年怀着寻求救国之道的愿望，从上海乘船出发到
法国勤工俭学，踏上了人生启航之路。“100 年后，重
访赴法勤工俭学海上启航地，重温那段感人的故事，
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感召着我们这一代留学青
年，激励我们追随前辈们探求真理的足迹，踏上学习
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练就真本领、实现‘中国梦’的
新征程。”陆倩雨说。

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在读硕士生唐彬
所学专业之一是政治学，在各种研讨课上，他会与教
授和德国同学讨论中欧意识形态的差异。“随着讨论
面的扩展，我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对祖国的认同感在
提升，这是基于比较视野的理性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我也希望让更多
德国人明白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
的伟大奋斗，是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壮丽篇
章。”唐彬说。

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

全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前夕，百废待兴，急需大量
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在此背景下，中央决定，选派
年轻干部前往苏联接受高等教育。数据显示，从上世
纪 50年代到 60年代，中国向苏联派出了 1万多名留学
生，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1000多名留学生。

1957 年 11 月 17 日，莫斯科大学礼堂里人山人
海，面对意气风发、充满活力的留苏学子，正在访
苏的毛泽东发表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
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
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
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是2017年入读莫斯科大学的，正值毛主席讲话
60年。即使相隔一个甲子，毛主席的讲话仍然让我感
受到巨大的力量，也是我发奋努力、报效祖国的动力
源泉。”高牧洋说。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
一大批留学人员选择回到祖国怀抱，将个人理想融入国
家发展，顽强拼搏，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

1978 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
的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
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
宽。”由此，拉开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大幕，推动形
成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
学潮。教育部数据显示，1978至 2019年，中国各类出
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

与留学潮相呼应的是“归国热”，海外求知、学成
归国成为越来越多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择。大批优秀留
学归国人员，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成为中国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
人物，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在读博士生马志山每次回国返
回家乡，都能感觉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父老乡亲
们都说这都得益于党的政策好”。“祖国的快速发展为
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很多机遇，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
们要做好中外民间交流，既要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
中国，也要做好中华文化的传播。”马志山说。

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李冰玉称自己
是听着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故事长大的，“希望我们
新一代留学青年也能成为祖国的栋梁，用自己的行动
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更希望在学有所成后，为
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追寻中华民族复兴梦想

“今年我们迎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作为新一代海外学子，丁剑十分感慨，

“我们始终铭记，今天的荣耀和幸福来源于无数革命前
辈的奋斗和牺牲，因此留学在外的我们须臾不敢懈
怠，日夜努力且无一刻不心念祖国。唯有如此，才能
告慰革命先辈，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让海
外学子感到骄傲与自豪，也为他们提供了可以实现自
身价值的更广阔的舞台。

李冰玉的母亲是“70后”，她常给李冰玉讲自己小
时候的事，比如晚上用煤油灯看书等。“虽然我听得津
津有味，但又觉得十分遥远。如今，我受国家留学基
金委资助出国留学，切身感受到祖国的日益强大并为
之骄傲。我很荣幸可以见证和参与这份骄傲，也期待
自己能为这骄傲贡献一份力量。”李冰玉说。

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李煜哲告
诉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口罩紧缺时，在
美学子收到了来自祖国的健康包。“虽然生活在异国他
乡，但祖国母亲给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李煜哲说。

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给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
的回信中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

高牧洋表示，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留学生，将继续
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更从容、更自信地向国外
友人展现精神风貌，更客观、更理性地看待各国发展
的问题与差异，更积极、更主动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
与发展中。

夏周正表示，将沿着革命前辈的奋斗足迹，努力
学习、奋发向上、勇往直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奋斗。

就读于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的郭平安还记得自
己读小学三年级时，语文老师和她一起出班级的黑板
报的场景。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试看将来的环球，必
是赤旗的世界”，并告诉她这是李大钊的名言。“当时
我虽然不解，但是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后来，我成为
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每次在庄严的时
刻，总会想起小学语文老师用温和的语气读出这句话
的场景。”郭平安说，“我也逐渐明白，正是这句话所
含的力量、共产党人的信念和中华民族的自信，令人
相信未来的确会朝气蓬勃并值得期待。如今，革命前
辈用青春和生命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成为现实。我默
读这句话，抬头仰望高高飘扬的国旗和党旗，内心除
了激动，更充满了信仰的力量。”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重要节点上，历史的
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中，立足世界学术前沿，构建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更加充分展现
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将成为我
们新一代青年留学生的责任与担当。”陆倩雨说。

海外学子：百年奋斗报国路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孙亚慧

从赴海外学习并探索救国图存道路到传播马克思
主义；从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到参
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从投身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到追
寻中华民族复兴梦想……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
年发展历程中，一直都有中国留学生的身影。

前驱先路，筚路蓝缕，踵其后者，赓续不辍。正
如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主席、巴黎第八大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博士生丁剑所说：“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海
外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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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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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国 梅 泽
堡应用技术大
学中国学子在
了解早期中国
共产党人在欧
洲的革命足迹。

德国哈勒
地区学生学者
联合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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