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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初，《寻路法兰西——中共旅欧支部文物史料展》在合肥市渡江战役纪念馆开展，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全面展现了国人旅欧勤工俭

学时期的光辉历史，生动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救亡图存、追寻真理、留学报国的红色之旅。

近代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迫使无数仁人志士出国留学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其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轰轰烈烈，据统计，20世纪初，先后有

20批次、1800余位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漂洋过海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追寻民族复兴之梦。

这场运动缘起早期旅法同盟会提倡的留法俭学，发端于巴黎中国豆腐公司工人的工余求学，依托于一战期间旅法华工的教育基础。五四运动后，在

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俭学会的倡导与组织下，在青年进步社团的积极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几为举国公认之唯一要图”，在1919年至

1920年这短短两年间，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青年学子启航上海滩 , 奔赴法兰西。据考证，其中安徽留法勤工俭学生70余人，在这当中有陈延年、陈乔

年、李慰农等一批优秀青年学子。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2年8月29日 星期一
编辑/江 锐 组版/李 静 校对/陈文彪史海钩沉14

据《安徽画报》

追寻民族复兴梦

安徽青年在法兰西的青春岁月

1922年6月，李慰农和赵世炎、周恩来、陈延

年、陈乔年、李维汉等18人，在巴黎西郊布伦森

林中召开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

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遵照国内

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周恩来被选为旅欧总支部书记，李

慰农为总支部成员。

自1923年起，中共旅欧党团员分批奉调回

国或赴苏联学习后回国，融入到国内革命的洪

流中。1923年4月上旬，根据中央指示和安排，

陈延年、陈乔年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抵达莫

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在1923年底，李

慰农从法国转往苏联，也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

深造，参加中共旅莫支部的活动。

中共旅欧支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摇篮。这

些满怀着革命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有志青年，一

经回国便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在许多地区

和部门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奋战在革

命一线，有的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献出了

年轻的生命，有的为新中国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作出了突出贡献 ,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座

座丰碑。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

史画卷中一段“伟大的足迹”。

陈延年

陈乔年

李慰农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左起一排6陈乔年、8陈延年；二排5李慰农。

在德国哥廷根学习的
中国留学生合影,右起一排
4朱德、二排 1孙炳文、二
排4史逸（安徽桐城）、三排
1房师亮（安徽铜陵）、三排2
许包野、三排4谢唯进。

为了丰富学识、寻求革命真理，受

到“工读”新思潮影响的陈延年、陈乔年

兄弟俩筹划赴法深造。在华法教育会

的资助下，1919年 12月 25日他们登上

“盎特莱蓬”号邮船，在上海杨树浦黄浦

码头起航，历经34天，在 1920年1月28

日抵达法国马赛港，同行的有蔡和森、

蔡畅、向警予等人。

在法留学期间，陈延年、陈乔年勤

工俭学，做工学习两不误。兄弟俩相继

经历“二二八”运动、6月拒款斗争、9月

争回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等，得以深入地

了解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实际，考察

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制度，学习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俄国十月革

命的经验，通过比较和分析、论争与实

践，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

了新的觉醒。

李慰农，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原名“李尔珍”，他

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慰农”，立志以实际行动告慰苦难的农

民大众，为振兴中国的农业、拯救农民出苦海奋斗终生。

1919年12月，李慰农被安徽“华法教育会”录取，由沪

乘轮船赴法“勤工俭学”。留学期间，李慰农在鞋刷厂、橡

胶工厂做过工，积极参与旅欧学生和华工们筹建党组织的

活动。身在海外，李慰农每每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就更

加坚定献身革命、改造国家的决心。在紧张务工之余，他

努力补习法语，并且自学德语和俄语，以方便阅读马列主

义原著及相关作品，逐渐成为颇有理论根底和活动能力的

骨干分子。

觉醒年代，兄弟赴法

改名立志，“慰农”报国

共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