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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走上革命道路的，陈云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

徒和店员期间走上革命道路的，虽然之间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但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情形是

相似的，原因是相同的。他们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都从做工经历中产生了革命要求，都

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宣传，这对他们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产生了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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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邓小

平和陈云这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个共

同的时代特征，就是年纪轻轻就走上革

命道路。他们都是在二十岁加入中国共

产党，从此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并在七十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中，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

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这既是时代对他

们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他们顺应时代

潮流，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作

出的自觉政治选择。
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走上

革命道路的，陈云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

当学徒和店员期间走上革命道路的。虽

然之间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但他们走

上革命道路的情形是相似的，原因是相

同的。

一、邓小平和陈云都经历过

五四运动的洗礼

爆发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激起

了尚处于青年时期的邓小平和陈云的爱

国热情。他们积极投身到这场反帝爱国

运动中去。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邓小

平与陈云增强了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

对他们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十分重

要的影响。
邓小平的家乡虽处于偏远的西南内

陆，但也受到了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

爆发后，四川各地积极响应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游行集会。1919 年 5 月 下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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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县立中学和县立高等小学堂联合成

立学生爱国分会。邓小平参加了学生爱

国分会组织的游行、集会、宣传、罢课

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投身

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同年 11 月 17
日、18 日，邓小平又参加了重庆留法

预备学校等校学生举行的抵制日货的爱

国活动。“两千多名学生到重庆警察厅

示威，抗议警察厅长挪用公款套购并拍

卖日货。学生们将部分日货运到朝天门

当场焚毁，回到学校后，又焚烧和毁坏

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

以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1〕这场斗争

进一步激发了邓小平的爱国热情。“从

这一刻起，邓小平本人便与中国人努力

摆脱洋人欺侮、恢复其伟大和强盛地位的

事业分不开了。”〔2〕这场斗争还使他进一

步增强了工业救国的思想。他自己后来

说，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思

想有所提高。这时所谓救国思想，无非是

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
在那时我的幼稚的脑筋中，只是满怀希望

地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

事回国，如此而已”〔3〕。
陈云的家乡地处信息灵通的东部沿

海，因而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更深。1919
年 5 月 9 日，青浦学界举行游行示威集

会，声讨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

祥的罪行，城乡各界民众高呼 “提倡

国货”、 “抵制日货”的口号，散发传

单，通电全国要求释放因爱国运动而被

捕的学生。5 月 11 日，青浦县教育会

发动全县各校停课三天，上街宣讲国

耻。颜安小学的师生很快行动起来。5
月中旬，陈云参加了颜安小学高小部师

生组成的童子军、救国十人团及宣传

队，到练塘镇街头、明园寺等地宣讲国

耻，号 召 抵 制 日 货， 高 呼 “睡 狮 快

醒”、“打倒卖国贼”、 “废除二十一

条”、“收回青岛”等口号，并在校内

带头发起组织救国储金会，为爱国宣传

活动筹措资金。1939 年 5 月 4 日，陈

云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大会上

讲话时说: “‘五四’的时候，我才十

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

受到 ‘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

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

传和演剧。我还记得，我们演的剧叫做

《叶名琛》，我也扮了一个角色。有一

次在茶馆里讲演，我讲演的时候手足似

乎蛮有劲，把脚一顿，桌子上的茶壶都

给碰翻了。我们这个小镇也罢了市，人

民反对日本和反对卖国贼的情绪，确是

很高涨。”〔4〕经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

洗礼，陈云懂得了许多国家大事，受到

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他少年的心

灵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邓小平和陈云都从做工

经历中产生了革命要求

邓小平和陈云做工的经历使他们对

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有了切身感

受，对通过斗争维护工人自身利益、改变

不平等社会产生了强烈愿望。这对他们走

上职业革命者道路具有重要影响。
邓小平去法国本来是想勤工俭学

的，但到法国后，只在巴耶中学学习过

五个月，就因生活所迫先后到几个工厂

去做工。1921 年 4 月 2 日，邓小平到

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厂轧钢车间当散

工，具体工作是人工拖送热轧钢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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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劳动强度很大，又非常危险。不

满 17 岁的邓小平因不堪重负，于 4 月

23 日辞去了这份工作。邓小平在这家

工厂做了 21 天的苦工，工资微薄，所

赚的钱不仅连饭都吃不饱，而且还倒赔

一百多法郎。这使他体验到了工人阶级

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初步了解到

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5〕在 4 － 10 月

期间，邓小平曾做过火车站码头搬运

工、清洁工、饭馆招待等各种杂工。他

后来回忆说: “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

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

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

社会 性 的 痛 恶 略 有 感 觉。”〔6〕10 月 22
日，他又到巴黎制作纸扇和纸花的香布

朗工厂当扎花工。虽然工价很低，做一

百朵花才挣两个法郎，但大约两周后，

因活做完，邓小平与一起进厂的一百多

名中国勤工俭学生还是于 11 月 4 日被

厂方解雇。1922 年 2 月 14 日，邓小平

进入夏莱特市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做

工。这项工作劳动强度虽不大，但节奏

很快。在 这 家 工 厂， 他 断 续 工 作 到

1923 年 3 月 7 日。在异国他乡几次做

工的经历，使邓小平亲身体验到了劳动

和生活的艰辛，也让他体验到了资本家

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对工人阶级政治上

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了更加

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
1985 年 4 月 24 日，邓小平在同美

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代表团和美国工会

领导人访华团谈到自己在法国的经历时

说: “我也是一个工人，1920 年在法国

当工人，那时才 16 岁。当时是勤工俭

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
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五

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

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

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

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7〕同年 8 月 31 日，他在会见法国对

外关系部部长迪马时又说: “我曾在法国

呆过五年零两个月，在工厂做工近四年。
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

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

上了 共 产 主 义 道 路，并 信 仰 马 列 主

义。”〔8〕这些回忆很好地诠释了邓小平在

法国做工的经历对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

义、走上革命道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和店员的

生活虽不及邓小平在国外做工那样艰

辛，但他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普通职

员，和为数众多的低薪职工一样，也是

处于馆内最底层。当时的商务印书馆:

( 一) 俸金微薄。月薪不满 20 元的职

工占 75%，因俸金微薄不能携带眷属

的职工占 95% ; 学徒初期月薪只有 2
元，3 年后加满 5 元并升为职员; 职员

满 5 年不过 15 元至 20 元。 ( 二) 工作

时间太长。职员每日上午 8 时到馆，下

午 7 时半出馆，连路上所费时间共需
13 小 时，工 友 每 日 在 14 小 时 以 上。
( 三) 待遇不平。馆内每年的花红，总

经理、经理及公司高级职员有几万或几

千元之多，普通职员只有十余元或数十

元不等，病假也要扣薪。〔9〕再加上资方

对集会结社的戒备，使他们的处境日趋

艰难，长期以来郁积着强烈的不满和愤

怒。1925 年上海五卅运动给商务职工

巨大鼓舞，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认

识到工人要解脱痛苦，只有自己向前去

奋斗; 工人自身的利益，只有自己去要

求。他们决定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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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斗争。于是爆发了 1925 年 8 月的

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年轻的陈云参加领
导了全馆职工大罢工，得到了参与领导

和组织工人运动的实际锻炼。罢工胜利
后没过几天，他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走

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后来，陈云这样回忆他入党的经

过: “当时之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原因是

大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同时生活上眼见
做了五年学徒，还是每月只赚七元钱的
工资，罢工以后，就接近了党了。”〔10〕

三、邓小平和陈云都接受了
革命思想的宣传

邓小平和陈云在做工中受中国共产

党早期党员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接触并接受了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产主

义思想，这对他们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

产生了直接影响。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时接

受革命思想的。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厂

做工的王若飞和常来哈金森进行革命活

动的赵世炎。在他们的影响下，邓小平

开始阅读 《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

渐接受革命思想。他后来回忆说: “我

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

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

的是 《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

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于陈

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

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

主义这边的。”〔11〕1923 年 3 月，邓小平

离开哈金森工厂前，舒辉动员他加入旅

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汪泽楷又

同他谈过两次话。这使邓小平的思想发

生了重要变化，产生了加入革命组织的

要求和愿望。他后来回忆说: “从自己

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

助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

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

人 和 法 国 人 的 宣 传 共 产 主 义 的 集

会。”〔12〕“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

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

受到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

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

要求。”〔13〕同年 6 月，邓小平正式加入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团组织

以后，他一边继续做杂工，一边在周恩

来的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

《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刻版和

油印，并发表文章，批驳中国青年党的

谬论，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号

召留欧青年回国投身革命等。邓小平因

刻字 工 整，印 刷 清 晰， 被 大 家 称 为

“油印博士”。1924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

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当选为执行

委员会委员。7 月 16 日，在执行委员

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

执委会书记局成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有

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

成员者，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邓小平时年 20 岁，他从此走上无产阶

级职业革命家道路，成为一名忠诚的共

产主义战士。
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和店

员期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

化，革命的急风暴雨即将到来。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随后

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加强对工

人运动的领导，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

革命高潮。陈云当学徒的商务印书馆是

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一支产业工人大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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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是当时中国共产

党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在中共最早的

党员中，陈独秀、沈雁冰 ( 茅盾) 、董

亦湘、杨贤江等都在这里工作过，并在

馆内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同时，商务

印书馆又是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

方。陈云可以在这里接触到当时社会上

流行的种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这样的时

代背景和做工环境，对陈云走上革命道

路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陈云和商

务印书馆大多数职工一起，参加了罢市

和游行。五卅运动直接导致商务员工大

罢工，要求组织工会、改善待遇。在这

场罢工斗争中，年轻的陈云因为在发行

所职工中有较高威信及在五卅运动中的

表现，被推举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

参加领导了全馆职工大罢工。陈云因在

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罢工中表现突出，

在罢工胜利后，也就是 1925 年八九月

间，就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共党员董

亦湘、发行所中共党员恽雨棠两人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 20 岁。从

此，陈云由一个好学上进的店员，开始

成长为一名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入

党是陈云思想上的重大转变，是他新的

政治生命的开始。从此，他为中国的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整整 70 年，

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陈云下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积

极投身罢工斗争实践的结果，也是他刻

苦阅读革命书籍的结果。这以前特别是

五卅运动后，他经过同事介绍，常到上

海通讯图书馆去读书。在这里，陈云读

到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进步书籍，

这对他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云后来在自传中说到入党经过时写

道: “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

级斗争之影响。此时看了 《马克思主

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至于 《共

产主义 ABC》还看不懂。这些书看来

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罢工斗争和

看了两本书就加入了党，但是我自觉入

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

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

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这个人生观的

改革，对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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