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浦码头，有志青年寻求真理的出发地
徐 忠

1919年至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高峰时期， 其间共计 20批约 1600名勤工俭学学生
从上海黄浦江畔乘船出发， 悉数抵达法国

中国赴法勤工

俭学运动是中国近

代史上的一座里程

碑 ， 也是中国共产

党建立和发展史上

的重要一页 。 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以前

的 1919 至 1920 年

间 ， 一 批 有 志 青

年 ， 在中华民族探

索真理的历史上 ，

记录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 他们从上海

起航 ， 踏上追寻真

理 的 漫 漫 旅 程 ，

上 海 也 成 为 了 筑

梦者起程的港湾。

随着上海市滨

江建设与开放 ， 黄

浦江畔的近代工业

文明和红色文化遗

存 ， 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 ， 吸引大

批学者的目光 。 这

其中又以曾是勤工

俭学学生离沪赴法

主要出发地的黄浦

码头 （现秦皇岛路

32 号东码头园区 ）

最为引人瞩目 。 最

新研究与发掘资料

显示 ， 周恩来、 朱

德、 邓小平、 陈毅 、

李富春 、 聂荣臻 、

蔡和森 、 赵世炎 、

王若飞 、 陈延年 、

向警予 、 蔡畅 、 李

维汉等人参与的赴

法勤工俭学学生运

动就发生在这里 。

其中 ， 聂荣臻 、 蔡

和森、 向警予 、 蔡

畅 、 邓 小 平 均 是

从黄浦码头出发 ，

踏 上 赴 法 勤 工 俭

学 、 寻求真理的征程 。 因此 ， 研究留法

勤工俭学运动， 成为发掘、 研究红色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现有资料统计显示， 1918 年黄浦江

沿岸共有 22 个轮船客运码头， 其中有六个

码头设远洋航线 。 1919 年至 1920 年间 ，

共有 20 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从黄浦江畔乘

船出发。

近一年来， 为进一步加强挖掘和利用

好这一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 杨浦区在杨

浦大桥以西至秦皇岛路的滨江大道， 按照

“历史感、 智慧型、 生活化和生态性” 总体

理念 ， 布点建设了四个党建驿站 。 其中 ，

在秦皇岛路轮渡站二楼设 “杨浦党建驿

站”， 重点展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内容和

历史资料。

著名历史学家熊月之认为， 杨浦区党

史学者在发掘、 研究红色文化方面足可称

道之处， 在于他们以科学研究的精神， 一

丝不苟， 将此项工作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

来展开。 查档案， 翻报纸， 比对地图， 严

密考订， 理清楚每一艘船出发的码头、 所

载人员的身份、 出发的时间等。 当时黄浦

江各段码头， 分属不同国家、 不同的轮船

公司， 要一一理清， 已非易事， 而要考订

清楚每班航船的具体信息， 更需要极为过

细的功夫。

“套用桐城派文人论文三要素的说法，

好的历史研究成果， 要义理、 考据、 词章

三者俱佳才行。 三者当中， 考据是立论基

础 ， 没有严密的考据 ， 没有可信的资料 ，

则义理阐释、 词章渲染都难收好的效果。”

熊月之说， “上海党史研究的学者， 不光

在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方面 ， 在考订 、

研究其他红色文化资源时， 也每每具有这

种精神， 因此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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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一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

1919 年 12 月 9 日、 25 日， 1920 年的 9 月 11 日和
12 月 15 日， 四批青年学生在黄浦码头登上赴法勤工俭学
的邮轮。 他们中有邓小平、 聂荣臻、 蔡和森、 向警予……

和许多有志青年一起， 他们从这里起航， 开始了探寻红色
中国之路。 在中华民族探索真理的历史上， 这必将是需要
浓墨重彩记录下的一笔。

据 《上海地名志》 记载， 黄浦码头位于黄浦江下游北
岸。 东起大连路， 西至秦皇岛路， 北依杨树浦路， 现行政
划分上隶属于杨浦区。

荩1920 年 5 月 8 日， 毛泽东和即将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

半淞园举行送别会， 次日， 这批会员乘坐阿芒贝尼克号前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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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特莱蓬号， 1920 年

9 月 11 日 ,邓小平乘此船赴

法 。 当时的报章不仅报道了

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出发的新

闻，还有重庆赴法勤工俭学学

生写给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

的一封信的配图，信中有邓小

平当年原名邓希贤的署名和

印章。

荨杨树浦黄浦码头旧照

荩今秦皇岛码头 （原

黄浦码头） 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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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
1919 年 12 月 9 日， 在黄浦码头登上司芬克斯

号，于 1920 年 1 月 14 日抵马赛

蔡和森、 向警予、 蔡畅
1919 年 12 月 25 日， 在黄浦码头登上盎特莱蓬

号，于 1920 年 1 月 28 日抵马赛

邓小平
1920 年 9 月 11 日， 在黄浦码头登上盎特莱蓬

号，于当年 10 月下旬抵马赛

他们从黄浦码头出发
踏上寻找真理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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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真理的起航地———上海

1912 年， “留法俭学会” 在北京成立，

这一学会的成立， 开启了 “赴法勤工俭学的

运动”。 1916 年由蔡元培、 李石曾、 吴玉章

及法国学者欧乐等在法国成立华法教育会。

首任会长为蔡元培和欧乐。 来自全国 18 省

的青年学生通过华法教育会介绍赴法国， 在

毛泽东、 蔡和森的奔走联络下， 湖南新民学

会积极赞助赴法勤工俭学， 组织会员参加，

其中四川、 湖南两省最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由中国到法国

一般是走陆路， 即乘火车从北京出发， 经东

三省、 莫斯科、 华沙等地到巴黎， 中途换车

八九次， 快车 12 天， 慢车 15 天即达。 十月

革命后， 由于俄国境内被重兵封锁， 中国通

往法国的陆路被阻断， 于是勤工俭学的学生

只好改为水路 ， 乘船由上海出发 ， 途经香

港 、 海防 、 西贡 、 新加坡 、 科伦坡 、 吉布

提、 苏伊士运河、 塞得港至马赛， 再乘火车

抵达巴黎。 从上海走水路， 就成为了赴法勤

工俭学学生海上交通中的重要部分 。 1919

年至 1920 年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峰时期 ，

其间， 共计 20 批、 约 1600 名勤工俭学学生

从上海黄浦江畔乘船出发， 悉数抵达法国。

这 20 批赴法人员中， 前四批皆乘坐日本邮

轮， 途经英国后再前往法国， 剩余 16 批乘

坐法国、 英国、 美国邮轮 （货轮）， 直达法

国， 耗时均达 40 天左右。

黄浦码头见证探索真理历史

据 《上海地名志》 记载， 黄浦码头位于

黄浦江下游北岸， 岸线长约 300 米， 是当时

的上海港杂货及矿建装卸码头。 原为日商大

连汽船株式会社黄浦码头， 抗日战争胜利后

由中央信托局接管。 1949 年后由上海港务

局接管、 经营。 1993 年由上海港客运服务

总公司经营。 2010 年世博会时 ， 在这里设

立世博水门， 打造成滨水公共空间———东码

头园区 （秦皇岛路 32 号， 也是现在的 “浦

江游览” 始发站）。

上海开埠后， 1845 年 11 月英国设立英

租界， 1863 年 6 月美国设立美租界 ， 杨浦

区境杨树浦港以西、 黄浦江以北一带属美租

界 ， 后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 ， 称公共租界

（英美租界）。 1899 年， 公共租界又向东扩

至平凉路底的顾家口， 北界经大连路周家嘴

路口自西向东划一直线至顾家口 ， 面积

10.89 平方公里 。 据 《杨浦地名志 》 记载 ，

1900 年租界工部局将租界分为北、 西、 中、

东四区。 1907 年开始出现 “沪东” 的名称，

其范围包括虹口港、 沙泾港以东， 四平路走

马塘以南， 直至黄浦江边的大片地区。 沪东

这一地名虽没有列入行政建制， 但仍被广泛

使用。 抗日战争结束后，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将沪东范围划为提篮桥、 榆林、 杨树浦 3 个

区。 也就是说， 当时的黄浦江畔码头 （黄浦

码头、 杨树浦码头、 汇山码头、 三菱码头）

等都位于当时的公共租界之内 ， 属沪东范

围， 是当时赴法青年踏上革命之路的主要出

发地。 据原始资料佐证， 当时的黄浦码头，

分别在 1919 年 12 月 9 日、 25 日， 1920 年

的 9 月 11 日和 12 月 15 日， 四批学生从这

里乘船起航。 邓小平、 聂荣臻、 蔡和森、 向

警予和许多有志青年都从这里坐船起航， 探

寻中国之路。

作为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出发地，

黄浦码头可谓是中国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

要纪念地之一。 大批青年从这里出发远赴法

国， 在斗争实践中走上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

革命道路， 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 成长为无

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原始资料显示， 从黄浦码头出发的勤工

俭学批次和重要人物有：

1、 1919 年 12 月 9 日司芬克斯号 ， 聂

荣臻乘此船赴法 。 1919 年 12 月 10 日 《申

报》 之 《凤凰船启碇之留法学生》 一文， 内

载： “昨日 （九号） 法国邮船公司之司芬克

斯船于午刻 （十二时） 启碇， 留法学生乘斯

船出发者共一百五十八人……闻赴杨树浦黄

浦码头送行者有高博爱君、 沈仲俊君 （留法

俭学会）， 刘清扬女士 （全国各界联合会），

吴敏于君 （寰球中国学生会） 及向警予、 蔡

和森君等数十人云。” 同日 《申报》 之 《九

日赴法学生调查表》 一文详列各学生籍贯、

毕业学校， 内载： “聂荣臻， 四川江津， 江

津中学毕业”。 并配合照。

2、 1919 年 12 月 25 日盎特莱蓬号， 蔡

和森、 向警予、 蔡畅等乘此船赴法。 据资料

显示 1919 年 12 月 26 日 《申报》 之 《昨日

出发之留法学生》、 同日 《时报》 之 《关于

留法学生之记载》 两文， 均载： “昨日 （二

十五日） 法国邮船公司之央脱来蓬号于下午

一时在杨树浦黄浦码头启碇， 乘斯船出发之

留法勤工俭学生有三十余人， 均乘四等舱位

（舱在船头下层）， 内有湖南女生蔡葛健豪、

蔡畅、 向警予……” 此外， 1919 年 12 月 26

日 《民国日报》 之 《昨日出发之留学生》 一

文内载： “昨日 （二十五日） 法国邮船公司

之勒朋号。 于下午一时在杨树浦黄浦码头启

碇。” 据 《蔡和森传》 记载： 十二月二十五

日， 蔡和森、 向警予一行搭上法国邮轮， 启

程赴法。

3、 1920 年 9 月 11 日盎特莱蓬号 ， 邓

小平乘此船赴法 。 1920 年 9 月 11 日 《申

报 》 之 《四川赴法勤工俭学会学生今日放

洋 》 一文 ， 内载 ： “四川华法教育会送来

赴法勤工俭学会学生八十三名 ， 已于星期

一到沪……于今日上午十一时 ， 由黄浦码

头乘 （阿特尔兰蓬号） 邮船赴法。” 1920 年

9 月 11 日的 《民国日报》 内载： “四川华

法教育会送来赴法勤工俭学学会学生……

于今日前十一时由黄浦码头乘 ‘阿特尔兰

篷’ 邮船放洋。” 且 《民国日报》 配图为重

庆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写给重庆留法勤工俭

学会的一封信 ， 信中有邓小平当年原名邓

希 贤 的 署 名 和 印 章 。 据 《邓 小 平 年 谱

（1904－1974）》 记载： “9 月 10 日和同学们

以及几名湖南 、 江苏的学生领到护照 ， 从

黄浦码头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 （Andre—

Lebom） 号 ” 。 《邓小平传 （1904－1974） 》

记载 ： “九月十日上午十一时 ， 邓小平等

八十多名重庆学生和湖南学生曾镇岳 、 江

苏女生张近瑄 、 吴佩如 、 郑璧芋等在黄浦

码头登上了法国邮轮 ‘盎特莱蓬’ 号”。

4、 1920 年 12 月 15 日， 智利号。 《申

报》 1920 年 12 月 10 日之 《赴法学生放洋

有期 》， 内载 ： “法国邮船公司之智利号

Chili， 定于十五号清晨， 由日本还申， 停泊

南满洲之黄浦码头， 当日即须放洋”。

综上所述， 黄浦码头无疑是赴法勤工俭

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出发地。

毛泽东在上海
送别赴法勤工俭学学生

说到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还有一位重要

人物就是毛泽东。 1920 年前后 ， 毛泽东虽

未赴法， 但在国内为赴法勤工俭学组织预备

班做出了很多贡献， 还曾多次到上海欢送赴

法学生。 他于 1919 年 3 月到上海欢送第一、

第二批赴法学生 ， 分别参加了在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 15 号会所和法国公董局大厅

召开的环球学生中国会欢送会。 于 3 月 17

日送别 89 名青年 （其中湖南青年 43 名）、 3

月 31 日又送别 26 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学

生， 该两批学生分别乘坐因幡丸、 贺茂丸邮

轮 （日本） 赴法。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2

月， 毛泽东从武汉至上海， 准备为蔡和森、

向警予、 蔡畅、 蔡母等送行， 后由于启程时

间推迟 ， 不便久待 ， 先行离开上海 。 1920

年 5 月 8 日， 毛泽东和即将赴法的新民学会

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送别会， 次日， 这批

会员乘坐阿芒贝尼克号前往法国。

（作者系杨浦区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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