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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邓小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他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变幻莫测的国际舞台上，留下了许多叱咤的风云手笔。

五六十年代七到莫斯科，中苏论战舌战赫鲁晓夫；1974年联合国讲坛上，阐述三个世界理论；1978年
出访日本，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1979年出访美国，中美握手言和⋯⋯
它给中国带来一次次机遇，一次次推动的是世界和平与发展。

他是20世纪最后25年里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伟大人物，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传奇变幻的外交
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杰出国际政治家的风采。

邓小平，有着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是20世纪杰出的国际政治家。

 这就是这本《走出国门的领袖(邓小平)》要奉献给读者的。

 《走出国门的领袖(邓小平)》由刘金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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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金田，1959年2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
参加《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注释工作和《毛泽东选集》（1—4卷）第2版注释校订工作，参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编辑工作。
参加撰写《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
主编《邓小平画传》。
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中国1978—2008}、电影《丰碑》撰稿，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与浙江
》《开国纪事》总撰稿。
担任多媒体光盘《邓小平》的副主编、《周恩来》的总策划。
主编《邓小平教育理论教程》《邓小平的历程》《邓小平生平全记录》等。
著有《走出国门的邓小平》《人民中的邓小平》《邓小平视察中国》。
合著《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邓小平与二十世纪政治人物》《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
《邓小平视察纪实》等。
发表《邓小平对人民公社的历史思考》《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贡献》《邓小平对第二个历
史决议的历史贡献》等研究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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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邓小平在法国度过了长达四年的“勤工”生活，几十年后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
法国工厂做工时活太累、吃不饱。
    1921年4月初，辍学的邓小平和另外11名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
做工。
    邓小平后来说：“一到法国，听先到的勤工俭学生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
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
能。
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却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
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    施奈德钢铁厂是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有3万多工人。
一次大战期间曾大批招募外籍工人，中国劳工就有上千人，是勤工俭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工厂。
在邓小平等来此之前，罗学瓒、陈毅、萧三等都在这里做工，与邓小平同进或稍后的还有赵世炎、李
立三、傅钟等人。
    邓小平是作为散工被招进厂的，随即签订了两年合同。
在这个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很低，固定工资每天有12～14法郎，按法国的规定，不满18岁的只能
当学徒工，每天工资10法郎，还要从中扣除l法郎，待两年合同期满时再一并发还，并奖励200法郎。
但倘若无故退工，则所扣的钱作为赔偿费用。
    现存的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还有当年邓小平的招工登记卡，上面写明：邓希贤，16岁，工人编号
为07396，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邓小平被分配当一名轧钢工。
这个工种劳动强度很大，又非常危险，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这对正在长身体的邓小平
来说确实不堪重负。
60年后当他回忆这段生活时，特别谈到当时“做很重的劳动”。
    当时的吃住条件也很差，20多人住1间大屋。
只吃面包，没有肉菜，杂费开支还不小，像邓小平这样的学徒工，更是十分拮据，连日常生活都不能
支持。
邓小平曾说过，在克鲁梭拉红铁，作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
    干了20多天，邓小平辞去了在施奈德工厂的这份工作，离开了克鲁梭，回到巴黎的华法教育会，一
直到1922年2月，他都住在这里。
在此期间，他靠从华法教育会每天领取5.6法郎的微薄补助(这点补助到10月份也停止了)和打短工以维
持生活。
邓小平回忆说他做过饭馆的招待，在火车站、码头帮助运送货物、搬运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
泥，以及做过清洁工、清扫垃圾等等。
    这期间他参加了5月20日由王若飞、陈毅、刘伯坚、李慰农等发起的243名勤工俭学生联名写信给蔡
元培，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求学问题。
    1921年9月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
没有了生活来源的邓小平于10月来到位于巴黎第十区运河边上的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
厂做扎花工。
大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儿做完，即被工厂解雇。
    1922年2月14日，他重新找到了一份工厂，进入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厂。
    邓小平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制作防雨用的套鞋。
每日工作10小时，新工作实行计时工资，熟练后就实行计件工资。
劳动强度虽不大，但节奏很快。
据当时和邓小平一同做工的郑超麟说，一般人每天只能做10双鞋，而邓希贤可以做20多双，可以挣十
五六个法郎，这时的邓小平一个月可以剩余大约200多个法郎，他还做着求学之梦，他希望多挣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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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走俭学之路。
    邓小平等中国勤工俭学生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状况有了一点改变。
他们住在工厂的一个木棚里，生活不像在克鲁梭那样沉重了。
郑超麟回忆说：“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
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
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18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笑话，
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
”可见邓小平当时的性格是非常开朗的，尤其能在困境中保持乐观。
    大约在巴黎走投无路的时候，邓小平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寄点钱来，父母为了使他摆脱困境
，又卖掉了一点谷子和田地，凑了为数不多的钱寄到法国。
邓小平收到这笔钱时已是1922年的秋冬了。
有了这笔钱，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的积蓄，邓小平又萌生了求学的念头，于是1922年10月17日，邓小平
辞去了在哈金森的工作，去塞纳——夏犹戎中学求学。
因为钱还是不够，最终学也未上成。
求学之梦彻底破灭。
辗转两个月，邓小平又回到了哈金森，继续在制鞋车间工作一个多月后，于3月7日离开。
工卡上注明他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
    从此，邓小平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说到走上革命道路，邓小平后来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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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
的觉悟。
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智识，一方面又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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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愿望。
”    长达四年的“勤工”生活，使邓小平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亲身体验了被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作
的痛苦，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我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活太累，吃不饱。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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