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历史， 中国近代历史有一场轰轰烈

烈、席卷全国很多省份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

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重要一

页———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这场浪潮

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革命者，他们接触到马

克思主义的真谛，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党

输送了一批有充实理论基础和丰富斗争经验

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

设以及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位于杨

浦区秦皇岛路 32 号的秦皇岛路码头， 前身为

黄浦码头，100 年前曾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

重要出发地。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 打响上海

“四大品牌”，其中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离不开对

红色文化的挖掘和采集。 近一个世纪以来，红

色文化一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而杨浦区

是上海近代工业集聚地，也是上海产业工人集

中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杨浦

工人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主力之一，开展了波

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 随着杨浦滨江的开发开放，滨江近代工业

文明和红色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年来，在对红色资源挖掘和保护日益重

视的大形势下，杨浦区再次对黄浦码头的历史

意义进行考证。 随着一系列珍贵的历史文献

的挖掘与梳理，上海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汇聚

地和出发地的独特价值和作用逐渐勾勒清晰，

将百年前的光辉历程再现于人们眼前。

为探寻真理留法勤工俭
学， 部分先进分子树立起牢固
马克思主义信仰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形成广泛的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当时

的有识之士和有志青年受新文化运动和反帝

爱国斗争的影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和真

理，大批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的运动。为“输世

界文明于国内 ”，1912 年 ，李石曾 、吴玉章 、吴

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 当

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力赞此事。留法俭学会

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 送 80 多人留法俭

学。 1914 年受袁世凯政府的阻止，被迫停办。

以后李石曾等在巴黎豆腐公司华工中试验工

余求学，1915 年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 年

3 月，在巴黎成立华工学校 ，蔡元培等人还亲

自讲授课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遭到严重破

坏，为解决劳力不足，先后从中国招募了 14 余

万华工。这批华工大多数没有文化，对华工的

教育问题，加速了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促进

文化教育交流为宗旨的华法教育会的成立 。

袁世凯帝制覆灭后，华法教育会“决定组织中

国会所，推行会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

1916 年底，李石曾 、蔡元培 、吴玉章等先后回

国，在他们的组织下，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

和各种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班）在全国各地

成立。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热潮掀起。 大批

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后， 在华法教育会的

安排下，有的到学校，有的进工厂，在 55 万平方

公里的法兰西土地上，到处留下他们的足迹。

留法的这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并不仅仅

是以工兼学，更经历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

考验。 1921 年 2 月 28 日，巴黎市区及近邻的

400 多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

汉等人的率领下，在赛夫公园集合，然后向中

国驻法公使馆发出请愿，掀起争取生存权和求

学权的运动。 运动引起法国政府的重视，1921

年 5 月 4 日起，无工无学的学生凭证在该处领

取每日五法郎的生活维持费。这次斗争被称为

“二·二八运动”。 1921 年 6 月 30 日和 8 月 13

日， 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各界人士两次召开大

会，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为内战向法国政府秘密

借款，使这次借款失败。 1921 年 9 月中旬，中

法政府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他们又一次

陷入无工无学的困境，新建成的里昂中法大学

也将他们拒之门外。 于是，在蔡和森、赵世炎、

陈毅、李立三等领导下，学生们铤而走险，于 9

月 21 日攻占中法大学。 1921 年 10 月 14 日，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 104 名勤工俭学生被强

行押送回国。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接触并

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考察欧洲工人运

动的基础上， 抛弃了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牢固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蔡和森、

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旅欧中国

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相继建立。

从黄浦江畔起航， 上海成
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汇聚地和出
发地

百年前黄浦码头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的

汇聚地和出发地，是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变化的结果，也是由于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

港口城市的交通便利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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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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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海上交通中的主要方式。为应对来自全国各地

的赴法勤工俭学生骤增的情况，上海及时设立

了一些相应的组织和服务机构。如除了已有的

经办留学生事务的社会团体上海寰球中国学

生会外，又有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

阳里北巷 5 号的预备赴法学生之联合会；在霞

飞路尚贤堂对门的上海留法俭学会。 1919 年 3

月至 1920 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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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4 批乘坐日本轮船和 2 批乘

坐美、英轮船外，有 14 批乘坐法国轮船，直达

法国，耗时均在 40 天左右。

黄浦江两岸分布着众多码头，留法勤工俭

学生在上海哪个码头出发众说纷纭，根据对当

时的新闻报道或船期信息显示 ，20 批留法勤

工俭学生中有 6 批在今杨浦区境内的秦皇岛

路码头（原黄浦码头）登船出发。 据《上海港史

话》（古、近代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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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原为滩地，面积约 43 亩。 1908 年

至 1910 年间， 日本南满洲铁道会社购下这块

滩地， 委托日本邮船会社建筑了码头仓库，并

代为经营和管理。 1911 年 9 月，南满洲铁道会

社自己接管经营， 并于 1913 年重新改建了原

来十分简陋的码头。改建后的码头是方木造的

固定码头，全长 970 英尺，前沿水深 20 英尺。

该码头专门停靠北洋航线（其中主要是上海至

大连线）以及欧洲远洋航线船舶，以装卸北洋

杂货、煤炭和进出口欧洲货物为主。 码头后方

建有仓库 11 座，可容杂货 1.7 万吨，露天堆场

可堆存煤炭约 4 万吨。

经研究对比当时新闻报道，周恩来、邓小

平 、聂荣臻 、葛健豪 、蔡和森 、向警予 、蔡畅等

人均从黄浦码头出发， 由此可证实原黄浦码

头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从上海出发的一个重

要地点 。 为考证从黄浦码头出发的邮轮情

况，杨浦区委党史研究室对各大报刊相关报

道和船期信息进行了梳理考证 。 资料显示：

1919 至 1920 年间的 20 批勤工俭学生中有 6

批从原黄浦码头登船， 具体可细分为三种情

况。第一种是有明确新闻报道登载的从黄浦码

头出发的为三批 。 第 11 批 ：1919 年 12 月 9

日，司芬克斯号，聂荣臻乘此船赴法；第 12 批：

1919 年 12 月 25 日 ，盎特莱蓬号 ，葛健豪 、向

警予、蔡畅等乘此船赴法，蔡和森亦同船赴法；

第 19 批：1920 年 11 月 24 日，高尔地埃号，刘

清扬等乘坐此船赴法。第二种是有确切船期信

息显示从黄浦码头出发的有两批， 分别是第

18 批：1920 年 11 月 7 日，博尔多斯号，周恩来

乘坐此船赴法；以及第 20 批：1920 年 12 月 15

日，智利号，何长工、穆青、孙福熙等乘坐此船

赴法。第三种是船期信息和新闻报道均登载从

黄浦码头出发的，有 1 批，即第 17 批：1920 年

9 月 10 日（另有说法为 9 月 11 日），盎特莱蓬

号，邓小平乘此船赴法。

黄浦码头作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

出发地，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周恩来、

邓小平、聂荣臻等后来的中共重要领导人也是

从这里踏上寻求真理之路。

（本版撰文：卫中）

百年前，他们从此出发踏上寻求真理的征途

旧报重读

▲黄浦码头旧照

荩今秦皇岛路码头 （原黄浦码头） 俯瞰 （摄影： 陈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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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留法勤工俭学生离沪 100 周年。 据不完全统
计 ，从 1919 年 3 月 17 日至 1920 年 12 月底 ，共计 20 批
约 1600 人从黄浦江畔乘船抵达法国。 在留法勤工俭学浪潮
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革命者，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蔡和
森、向警予、蔡畅均是从黄浦码头出发，踏上寻求真理之旅。

这场轰轰烈烈、 席卷全国很多省份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
中国近代史的一座丰碑，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重要一页。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百年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点燃了强国梦想的希望曙光，此刻正在化作历史发展的恢弘
画卷。 踏寻先辈足迹，重温红色记忆，是激励我们永守初心、

不负使命、接续奋斗、复兴中华的不竭动力。

杨浦区大力开发黄浦江畔红色资源，打造上海红色文化新地标

经挖掘整理，1919-1920 年报纸刊载的赴法

勤工留学出发地的报道信息摘录如下：

◆1919 年 12 月 10 日《申报》刊登《凤凰船

启椗之留法学生》一文记载：“昨日（九号）法国邮

船公司之‘司芬克’船于午刻（十二时）启椗。留法

学生乘斯船出发者共一百五十八人， 以湖南、四

川两省居多数，江、浙次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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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0 年 9 月 1 日的《字林西报》船期信息

记 载 ： “The Mail Steamer “Andre Lebon”

Captain Cousin , will be despatched for

Marseilles via Hongkong, Saigon, Singapore,

Colombo, Djibouti and Port Said on Friday,

the 10th of September, 1920, at 11 a.m. sharp

from the S.M.R. Whangpoo Wharf. ”【意为：盎

特莱蓬号（Andre Lebon）邮轮将于 1920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1 点从南满株式会社黄浦

码头启航开赴马赛】

◆1920 年 11 月 1 日的《字林西报》船期信

息记载 ： “The Mail Steamer “Porthos”,Captain

Broe, will be despatched for Marseilles via

Hongkong, Haiphong, Saigon, Singapore,

Colombo, Djibouti and Port Said on Sunday,

the 7th of November, 1920, at 10 a.m. sharp

from the S.M.R. Whangpoo Wharf. ”【意为：博

尔多斯号邮轮将于 1920 年 11 月 7 日（星期天）

上午 10 点从南满株式会社黄浦码头启航开赴

马赛】

◆1920 年 11 月 4 日 《申报 》刊登 《国外轮

船》一文记载：“又有包岛斯号已于二号七时，离

开日本神户还申，大约明日（五号）八点钟，可以

到申，亦停南满洲码头，即于七号开还马赛，先赴

香港、海防，然后往西贡、星加坡，而到北出云。 ”

◆1920 年 11 月 25 日 《申报 》刊登 《昨日法

邮船放洋之乘客》一文记载：“法国邮船公司之高

尔地埃号，于昨日十二时离开上海，放洋赴法，搭

乘旅客共有二百零七人，其中除北京大学校长蔡

元培等十余个人， 又有刘清扬等女学生十四名，

男学生四名，均往法国留学……至杨树浦南满洲

码头登乘邮船，至十二时开放。 ”

◆1920 年 12 月 10 日 《申报 》刊登 《赴法学

生放洋有期》 一文记载：“法国邮船公司之智利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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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浦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1919 年 12 月 26 日 《申报 》刊登 《昨日出

发之留法学生》一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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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黄浦码头启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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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新、熊

季光、萧淑良六人，系乘三等舱位。赴埠送行者有

聂云台及留法俭学会沈仲俊、全国各界联合会刘

清扬女士、寰球中国学生会吴敏于等数十人。 ”

◆1920 年 11 月 7 日的《民国日报》《时事新

报》和《申报》，均登载了本届学生的名单，内有周

恩来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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