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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巴黎十三区的戈

德弗鲁瓦街道上，有一家名为

“海王星”的小旅馆。旅馆门

面不大，在幽静的街道上并

不起眼。然而，旅馆临街墙

壁上那块青铜色纪念牌，标记

了一位特殊客人在这里留下

的红色足迹。纪念牌上方镶着

周恩来正面半身浮雕像，下面

是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烫

金字样，用法语注释：“周恩来

1922年—1924年在法期间曾

居住于此。”

这里是青年周恩来旅法

期间生活并开展革命工作的

旧址，当时叫作戈德弗鲁瓦

旅馆。2001年，旅法侨胞李

建乐、杨艳春夫妇克服种种

困难，将这个承载中国历史

重要记忆的旅馆买下来。在

他们看来，“周总理在巴黎的

这处故居，由我们中国人经营

保护，更能传承好红色精神。”

以下是李建乐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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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李建乐和妻子杨艳春在海王星旅馆门前周
恩来浮雕像纪念牌前合影。 受访者供图

图②：海王星旅馆 （摄于2016年6月16日）。
新华社记者 郑 斌摄

1925 年夏，唐铎被国
民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留
学，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 发 生 后 ， 唐 铎 愤 慨 万
分，拒绝回国为蒋介石政
府服务，留在苏联继续学
习深造，终于成长为一名
优 秀 的 飞 行 员 。 在 庆 祝

“十月革命”16周年的1933
年 11 月 7 日，唐铎被选派
为红场受阅空军部队的长
机飞行员，成为驾驶飞机
飞越莫斯科红场的唯一中
国人。

1944 年夏，唐铎以苏
联空军强击飞行近卫团副
团长的军职走上苏联卫国
战争前线，驾机参加了多
次战斗，与苏联红军一起
浴血奋战，曾创下了一天6
次起飞出击的空战纪录。
唐铎后来回忆说：“在那些
日子里，飞机几乎都是带
血 作 战 的 。 每 次 作 战 回
来，机舱后面的空乘战斗
人 员 有 的 受 伤 ， 有 的 牺
牲，有时情况紧急，根本
来不及把流在机舱里的鲜
血揩拭干净，就把死伤的
战友抬下去，草草把飞机
检修一下，再换上另一个
人，立即就起飞接着参加
战斗。”

由于表现出色，唐铎
在苏联学习、工作和战斗
的 28 年间，先后荣获“列
宁勋章”“红旗勋章”“红
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
章”4枚勋章和“攻克柯尼
斯堡奖章”“战胜德国卫国战争奖章”“苏联建军30周年
奖章”3枚奖章，他也是唯一获得苏联最高荣誉勋章——

“列宁勋章”的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亚楼受命主持组建人民解放军

空军。长期在苏联服役、具有丰富空军工作经验的唐
铎，自然成为他争取的对象。1949 年 8 月，刘亚楼首次
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就向苏联方面提出要唐铎回国
工作的请求。此后，刘少奇、周恩来出访苏联时也努力
促成此事。1953年，苏联方面终于批准唐铎回国。回国
后，唐铎全身心投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空军工程
系的工作之中，组织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
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等6
个专业，培养了大批空军技术骨干。1955年中国人民解
放军评授军衔时，唐铎被授予少将军衔。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前夕，在《俄罗斯报》
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其中赞扬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
少将唐铎：“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射击团副团长，
鹰击长空，在同法西斯军队的空战中屡建战功。”

“买下旅馆的过程一波三折”

1984年我来到法国留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法
律硕士和法律博士学位。1988年我进入法国高等对外
贸易学院任职，1992年起受聘为该校终身教授。

上世纪 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法经商、洽谈、学习等，各类交
流活动日益频繁。当时申请签证需持订房证明，一些
同胞准备时间仓促、语言沟通不畅，订房很不方便。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萌生了经营旅馆想法，希望给同
胞们提供帮助。

当时，这家旅馆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它规模不
大，只有约50个床位，且售价不低。不过，当我和妻
子听说这里是周恩来总理旅法时的故居时，马上就下
定决心：“就是这家了。”

没想到，买下旅馆的过程一波三折。原业主得知
我们的迫切心情后，竟在原价格基础上涨价10%。我
们变卖了两套房产，几乎拿出了所有积蓄，还找了朋
友借钱，仍然远未凑到业主要价的数目。

但是，买下这家旅馆，我和妻子没有改变主意。
我出生于1956年，我们这代人对周总理有特殊的

感情。1963年，在周总理的倡导和关怀下，新中国首
次创办了7所外国语学校。我曾经就读的南京外国语
学校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忍心看着这家留有红色足迹
的旅馆落到别人手中，它一定要由我们中国人来经营
保护。

由于缺乏经营酒店的经验，我们向当地银行递交
的贷款申请被拒。一筹莫展之际，我找到了中国银行
巴黎分行寻求支持。根据中国银行当时的规定，不允
许对海外房地产项目进行贷款。但是，当巴黎分行的
负责人得知我们在筹款购买周总理故居时，深受感动，
破例向总行打报告说明情况。最终，贷款被特批。

就这样，我们终于买下了海王星旅馆！

“旅法革命先辈的精神代代传承”

这些年，我们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标准，定期对
旅馆进行装修维护，但基本格局保持不变。位于旅馆
一楼的1号房间，就是周总理曾居住的地方。

在民族危亡时刻，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老
一辈革命家远赴海外追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道路。
周总理当时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创办进步刊物、开展
党团活动。这间小小陋室，见证了他为革命事业艰苦
奋斗的青春岁月。我曾读到过聂荣臻的回忆文章：

“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
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
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我想起了自己当年赴法的情景。1977年，我进入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学习，毕
业后留校工作，后来又获得留法机会。乘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我才有出国学习的机会，这是过去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和旅法先辈们相比，我们生活和学习的条
件已经很好了，是党和祖国培养了我们，我们没有理
由不努力拼搏！

那时，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习法律大多选择英美
法系，学习大陆法系的人才奇缺。在母校老师的鼓励
下，我在法国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转考法律，主攻大
陆法系。跨专业学习十分辛苦，我一直咬牙坚持，最终
赢得了法国导师的认可。那时，我们这批旅法中国留学
生都很拼，大家在各自学校和专业都名列前茅。

如今，周总理当年居住的房间经过装修改造，成
为一个约10平方米的标准双人间，不少客人慕名前来
居住。走廊上，悬挂着旅法革命先辈们的老照片，静
静讲述着那段难忘的历史。一些驻法中资机构、企业
曾来这里举行党建活动，重温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历经岁月洗礼，旅法革命先辈的精神代代传承。

“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光辉岁月”

说起旅馆临街墙壁上的纪念牌，还有一段佳话。
这块纪念牌是由法国政府出资建造的。纪念牌上

面的周总理浮雕像，由法国著名雕塑家贝尔蒙多创
作。一般来说，侧面浮雕像更具表现力，也是大多数
雕塑家经常采用的表现手法。当年，中国驻法大使馆
提供给贝尔蒙多的却是一张周总理的正面肖像照
片，可这恰好符合了贝尔蒙多的创作想法。他说：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重现周恩来的生命和魅力，力
求让更多目光聚集到他的脸庞上。”他绘制了十多幅
周总理的素描，并制作了多个浮雕模型，最终创作出
了这座周恩来正面半身浮雕像。

1979 年，中法迎来建交 15 周年。周恩来浮雕像
纪念牌在两国政府官员的共同见证下挂牌，成为中法
友谊的象征，也体现了法国人民对中国老一辈领导人
的尊重。

这些年，来旅馆参访的中国游客、中国政府及企
事业单位人士、当地华侨华人等络绎不绝。一些法国
导游也会带旅游团前来，周总理的生平故事和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受到更多外国民众的关注。

今年 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求是》 杂志
上发表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
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我在海外也关注
到这篇文章。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保护好海外红色资
源？如何向海外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讲好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革命的故事？

这些年，我通过国内媒体和朋友，搜集了一些老
照片，补充旅馆陈列；我们也曾专程到江苏省淮安市
的周恩来总理纪念馆进行交流，并长期保持沟通合
作；我们还接待了一些研究中国留法史的学者，请他
们提供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有收获，也有不少问
题和挑战。作为经营者，个人力量毕竟有限。今后，
我希望能得到更多来自祖国的支持，也希望年轻人能
接过接力棒，帮助我们守护好这座有着革命先辈红色
传奇的旅馆，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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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侨胞李建乐——

小旅馆留着青年周恩来的足迹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⑩

②②②

①①①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本报电 （记者孙少锋、严瑜） 7 月 28
日，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华侨华人研究
所、浙江省侨联、五邑大学共同承办的 202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研讨会
在浙江杭州召开。受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
席万立骏委托，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隋军就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侨务工作重要论述提出要求：一是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解认识。二是把握
正确的政治方向，持续做好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三是守正

创新凝聚共识，大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侨务工作重要论述践悟践行。

隋军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聚焦高质量发展，牢牢把
握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这个主题，
切实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最广泛
地团结、引领和服务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紧跟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浙江省侨联主席连小敏、厦门大学教授
范宏伟、暨南大学研究员张小欣、五邑大学
教授张国雄，分别在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

自2014年起，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联合

五邑大学已经成功举办了 7 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研讨会。该研讨会
已成为全国侨联系统乃至侨界系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制
度安排，也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
者、侨务工作者深化理论研究、分享研究成
果的重要平台。

当天，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八次会员代
表大会也在杭州召开。中国侨联党组书记、
主席万立骏发表书面致辞。中国侨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隋军作
工作报告和总结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到会致辞。会议选

举了丁宏等 160 人为理事，隋军为新一届理
事会会长。

据悉，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于1981年
12月，至今已40年，学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华

侨华人研究所。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由廖承志
同志主持创建，是由华侨华人研究工作者、
热心于此项工作的人士和机构自愿结成的非
营利性的全国性学术社会组织。

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
重要论述研讨会召开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研讨会现场。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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