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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时期是俄国华侨史上的重要阶段。沙

皇政府通过公开招募和私招的方式, 将大量华工招募或诱骗至俄国各地。他们有的直

接被编入军队, 有的在后方服各种劳役, 经历了一段十分凄惨的岁月。十月革命爆发

后, 在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感召下, 已觉醒的大量华侨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

白匪军和外国干涉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写下了光辉的历史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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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时期的赴俄华侨

在世界华侨华人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他

们之中的一部分充当了沙皇俄国的炮灰, 惨死在

一战的战场上。在战争后方从事筑路、运输、开矿

和伐木的华工, 经历了十分凄惨的生活岁月, 为求

生存与沙皇政府展开了英勇斗争。十月革命爆发

后, 大量华工参加到保卫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果

的斗争中, 与外国干涉军和白匪军进行了殊死的

搏斗, 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

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一战期间俄国招募华工
之背景、方式及规模

　　1914 年 7 月 28 日,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

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 月 1 日, 德国向俄国

宣战, 俄国作为协约国的主力成员之一参加到为

争夺殖民利益而对德奥同盟国的大战之中。当时

的俄国因进行战争急需补充兵员。资料表明, 在战

争开始的 1914 年, 俄国政府就从国民经济各部门

抽调了 740 万人, 到 1917 年上半年被动员入伍的

俄国人共达 1 500 万, 约占俄国全国人口中成年

男子的一半①。其中的大部分兵员来自农民, 致使

农村丧失劳动力达 47. 4% ②。鉴于前线的兵源与

后方的劳动力严重短缺, 俄国政府一改过去排斥

华工的政策, 再次把寻找廉价劳动力的目标移向

中国。据 1920 年 12 月 1 日全俄华工联合会致外

交人民委员部一封信的记载,“1915 年年初, 世界

帝国主义战争打得正激烈, 各国工业部门都缺乏

劳动力。协约国的 3 个成员国, 英、法、俄为了获得

廉价劳动力就注意到中国, 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他

们以自由招募劳工的权利。他们要把劳力运往欧

洲, 补充前后方劳力的不足。”③ 正如 1916 年年初

被俄国招募到鄂木斯克修筑铁路的华工唐卿三所

言:“谁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我们中国劳

工突然吃香起来了。战争的年代不仅要很多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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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 而且要修筑许多新的道路, 砍伐许多木材,

还要采煤和开矿。这一切都需要工人, 可是哪去找

呢? 当然是中国! 那个时候再没有一个地方能比

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更多了。”①1915 年 8 月 12 日、

11 月 6 日, 俄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允许华工入境的

临时条例, 以使招募华工合法化②。而此时的中国

政府对这一重大问题持何态度呢?一战爆发后, 袁

世凯政府于 1914 年 8 月 6 日发表声明, 对欧洲大

战, 中国政府采取局外中立态度。1916 年袁世凯

死后, 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组成新的北洋

政府。此时的欧洲大战, 对协约国而言, 已出现疲

于奔命之势。随着德国宣布将于 1917 年 2 月 1 日

以后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争, 协约国更加穷于应付。

因此, 协约国也就愈希望能使中国积极参战, 以便

将居留在中国口岸的德国船舰交由协约国接受,

并得以在后方利用中国劳动力③。正是由于协约

国这一态度, 特别是美国于 1917 年 2 月宣布同德

绝交加入协约国作战后, 中国北洋政府的主战派

得势。于是在美日的怂恿与胁迫下, 改变过去的中

立态度, 于 1917 年 3 月 14 日通过了对德绝交议

案, 1917 年 8 月 14 日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至

此, 中国卷入一战之中。有关中国参战一事, 当时

的驻美公使顾维钧有过这样的评论:“当时的局势

在我看来, 不难理解。为使山东问题获得妥善解

决, 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必

须参加协约国。”因为“美国参战后, 协约国必胜已

经是普遍的看法了。”④ 中国政府在对德绝交议案

中关于对协约国应付之义务, 至下列两端为止: 一

原料之资助, 二劳工之援助⑤。所言劳工之援助,

亦即“以工代兵”, 允许招募华工支援协约国作战。

此即一战期间俄、英、法等协约国在中国招募华工

之背景。

一战期间, 俄国赴中国招募华工, 采取公开招

募与私招相结合的方式, 其手段狡猾卑劣, 甚至是

公开欺骗与拐卖。所谓公开招募, 指的是按中国政

府规定的招工程序公开进行的招募。其招工程序

包括华工赴俄后的管理等相关规定, 见当时的驻

俄公使刘镜人于 1916 年所拟定的《华工赴外工作

章程》、《地方官关于华工出境应尽事务章程》和

《通商事务员管理华工规则》共 3 章 20 余款。其中

有关招工程序的规定是: (由招工人向中国政府提

出招工申请) 招工开始前应先呈验招工合同 (第 1

章第 2 款) ; 合同应注明招工人数、华工赴何国、何

地、何种机关及从事何种工作⋯⋯ (第 1 章第 3

款) ; 地方官辖区内如有招工, (地方官) 需检查招

工人所定招工合同。如与本章程有不符之处, 即行

驳回, 加入中国所定条件另行修订 (第 2 章第 2

款) ; 地方官负责发放华工出境护照给出国华工,

同时发给汉文招工合同⋯⋯编造华工清册并抄送

一份给华工前往国家的中国使馆备案。边界地方

官应严查出境工人有无护照, 其护照不合所定格

式者, 一律扣留不准出境 (第 2 章第 7 款)等⑥。俄

国采用公开招募的方式在中国招募华工, 由俄人

设立的义成、泰茂公司经理, 在天津、长春和哈尔

滨等地招募。俄国除了采用公开招募方式外, 招

募次数最多、数量最大的是私招的方式。一战期间

俄国在中国招募的绝大多数华工都是私招的。所

谓私招, 即不经中国政府的允许, 更没有任何相关

规定的约束, 由招工人直接出面或通过代理人私

自到中国民间招募华工, 然后偷运出境。通过私招

方式前往俄国的华工, 其命运更是毫无保障。1917

年 9 月天津警察厅报告说:“近来有不法之徒, 往

往私招华工, 代招出洋⋯⋯访威海卫地方, 有专办

接收华工情事, 或由大沽口乘轮赴彼, 或由各海口

装载出境, 地方辽阔, 实属防不胜防。”又据当时黑

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马忠骏的报告,“俄国招募华

工, 不遵部章, 由俄领发给行照, 自由出口⋯⋯询

之华工, 均无总局暨我国官署发给出口护照。”⑦

查私招泛滥之原因, 不外下述两点: 其一, 中国北

洋政府在协约国的胁迫之下, 对各国在华招工问

题上, 持听之任之、委曲求全的态度。在未参战前,

为应付德国对协约国在中国招工而对中国政府的

责难, 曾援引海牙《战时中立国及人民权利义务条

约》的有关中立国人民独立出境, 前往交战国地区

供役, 国家不负责任的规定。中国政府决定,“嗣后

外人来华招工, 一任人民自由应募, 官府不加以干

涉, 一切议订合同手续, 统由地方会商办理, 庶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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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交战国一方面之责难。”① 正是由于“国家不

负责任”,“人民自由应募”, 致使私招盛行。其二,

中国百姓生活贫苦, 求一温饱而不可得。在“高工

资、厚棉袄、好皮鞋”的诱骗之下, 纷纷报名应募。

这是私招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私招方

式流弊无穷, 华工的生存权得不到任何保障, 社会

上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 停止俄国在华募工。如驻

俄公使刘镜人曾电告外交部指出,“如听其募雇,

贻患胡底⋯⋯请密东省交涉员设法劝阻”。营口道

尹荣叔章在给省长的呈文中指出,“营埠方面概不

准俄人到此招募华工”。就连东北军阀张作霖也曾

电告中国外交部, 要求同俄国交涉停止招工②。

1918 年 4 月 21 日, 中国政府公布《侨工出洋条

例》和《募工承揽人取缔规则》。在国务院致各省督

军省长的电文中指出:“《侨工出洋条例》, 业经呈

请公布⋯⋯嗣后各国在中国招募华工, 自仍须按

着约章及条例办理。除订有合同, 经外交部核准在

先, 业经行文到各县者外, 无论何国不得私行招

募。”③ 实际上, 此项规定, 形同虚设。不但俄国人

不遵守, 中国的各级昏庸官吏亦不认真贯彻执行。

一战期间, 赴俄华工人数, 说法不一。著名侨

史专家李长傅曾说,“自 1916 年下期至 1917 年下

期⋯⋯俄国所招募计 3 万人”④。这一说法显然与

实际不符。作者未说明此数字从何而来。可能的

原因是未将 1915 年的数字包括在内, 同时难以确

切统计的私招数目被遗漏了。陈翰笙主编的《华工

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援引了这一数字。曾于

20 世纪 20～ 30 年代, 历时六载专事欧洲侨史侨

情调查的学者陈里特指出,“欧战中, 俄国招募华

工 5 万人左右在俄参战⋯⋯死于军中者达 2 万人

许。”⑤就是说, 仅直接参战的华工就有 5 万人, 大

量在后方劳作的华工不在其内。苏联学者波波夫

在《俄国内战中的中国无产者》一文中说,“1916

年, 单单经由中东铁路就运送了将近 5 万人到俄

国欧洲部分。根据《中国公民联合会》的资料来看,

从 1915 年到 1917 年秋天, 有将近 8 万人流亡到

俄国。”⑥这一数字, 同样是非常保守的估计。有两

位名叫诺沃格鲁茨基和杜纳耶夫斯基的苏联作家

花了整整 3 年时间, 遍访了当年中国志愿兵曾在

俄国战斗过的地方, 并查阅了大量的俄国档案所

提供的颇为可信的资料之后指出:“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 运往俄国的中国劳工不下 20 万。此外,

还有数万中国劳工从美索不达米亚逃来俄国”⑦。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一书的作者李永昌 (彭明

评价此书为史学界有关这个课题的第一部专著)

通过对大量中外史料的考订和研究, 得出的结论

是:“整个大战期间旅俄华工总数至少当在 45 万

人左右”⑧。另据《黑龙江省志·侨务志》载:“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间, 经黑龙江地区各口岸

出境的华工华商总数达 502 621 人⋯⋯大量未经

官方统计的尚不在内。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 在

俄国各地做工的华工约有六七十万人。”⑨《山东

省志·侨务志》载:“一战期间, 在俄国的华工共

50 万人, 其中山东人约 44 万”βκ。对上述资料进行

综合考察和对比, 可以认定, 一战时期, 在整个俄

国, 包括欧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 战争的前线

与后方以及战前和战争期间分别赴俄的华工总数

约在 40 万～ 50 万人还是可信的。这是中国人大

量走出国门旅居俄国的时期。

二　一战期间赴俄华工的
　遭遇及其反抗斗争

　　一战期间, 在北极圈附近的摩尔曼斯克铁路

建筑工地上, 在乌拉尔矿场、顿巴斯煤田、白俄罗

斯和卡累利阿的伐木区, 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叶

卡捷琳堡以及在俄国其他一些城市的工厂里, 到

处都有华人在做工βλ。另有 10 多万人被送到大战

前线当苦力, 从事挖战壕和战地勤务βµ。沙俄政府

违反招工章程中“不得利用华工参战”的明文规

定, 将 5 万名华工直接编入作战部队, 做前线冲锋

之用。无论是在何地方, 做何种工作, 华工都被当

作黄种奴隶看待, 任人役使和宰割, 过着暗无天日

的悲惨生活。正如《中国战士同志》一书的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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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的那样:“中国工人过着困苦悲惨的生活。他

们的命运全掌握在工头和宪兵的手里⋯⋯在他们

出国前, 资本家所提出的工作、工资和生活条件,

都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但是, 他们到了外国才发现

受了欺骗。他们既不能返回祖国, 又无处申诉, 更

无权要求改善生活。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黄种人,

是买来的商品和奴隶, 可以任意枪杀、鞭打、长期

囚禁在沼泽和森林地带, 挨冻受饿⋯⋯他们感到:

不会有什么希望了, 再也看不到故乡的太阳、亲

人、家祠和祖坟了。”① 据 1916 年到俄国修筑摩尔

曼斯克铁路的华工季寿山回忆, 华工们与德国、奥

匈帝国的战俘一起修筑该铁路。工作十分沉重, 斫

树做道木, 抬土筑路基, 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 吃的

是黑面包, 喝的是沼泽地里发黑的水, 住的是四面

透风的木头房。工地上既没有一个医生, 也没有半

点药品。在中国招工时, 明明说的是每天给两块羌

帖 (卢布) , 但是到了这里, 每月最多只能拿到 30

个羌帖。沙皇政府根本不顾华工的死活, 生病的人

还要被逼着去抬枕木, 搬石头, 许多人就是这样连

病带累地给折磨死了②。一战期间被招募到俄国

的华工大多在伐木场服苦役。华工李振东回忆说,

“1916 年, 在帝国主义战争最激烈期间, 我随一万

两千名招募来的中国穷人来到俄国。我们在离彼

得格勒不远的伐木场做工。我们是寻求幸福生活

的, 可是我们在服苦役。在沙皇俄国跟在中国一

样, 都是吸血鬼资本家的天下。在林场每天要干

15 个钟头, 睡在潮湿的窑洞里, 又挤又脏, 可是我

们的劳动报酬少得可怜, 勉强混饭而已。”③ 苏联

学者波波夫从苏联中央军事史档案局的卷宗中发

现了下述资料: 1916 年 9 月, 在上德聂伯罗夫斯

克地区的林场里, 有 2 000 多名中国人为野战建

筑工程砍伐木材。他们是秋天到这儿来的, 但还是

穿着夏天的衣服, 许多人甚至连鞋子也没有。中国

人住的窝棚遮盖简陋, 没有取暖设备, 屋顶千疮百

孔, 泥地终日积水。按合同规定, 每个工人每天应

该得到 4 俄磅面粉, 3ö4 俄磅白菜或土豆, 80 克植

物油, 100 克食糖。但是实际上发放给他们的面粉

只有规定数量的一半, 油只有 35 克, 白菜和土豆

根本就没有⋯⋯缺衣少食的中国人在附近的村庄

里到处流浪、行乞。警察用武力驱赶他们上工, 用

棍棒和皮鞭痛打他们④。仅举数例, 不一而足。通

过当事人的回忆和档案资料的记载, 一战期间赴

俄华工的血泪史昭昭在目。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

反抗。华工们为求生存, 同沙皇政府和黑暗的俄国

社会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和斗争。

从 1915 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这两年时

间里, 赴俄华工不断掀起反奴役和反压迫的斗争。

仅在 1916 年就有 6 起较大的华工反抗斗争的事

例。下举数例说明。1915 年 11 月, 在乌拉尔矿区

古巴哈煤矿场有 117 万名华工在此做工。该矿矿

主阿巴马列克- 拉扎列夫公爵是对华工进行最残

酷的剥削者之一。华人矿工们愤怒地说道,“包工

头用我们难以胜任的艰苦工作和劣等伙食把我们

弄得精疲力竭, 他们残酷地虐待我们⋯⋯现在我

们要摆脱奴隶地位。”于是, 华工拒绝下矿做工, 并

于 1915 年 12 月捣毁了矿场事务所; 1916 年 5

月, 在乌拉尔矿区的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山, 有

2 600名华工在该矿山的一个木材加工厂做工。华

工们向厂主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

条件, 这一合理的要求不但遭到拒绝, 而且工长还

遭到逮捕, 激起了华工们的极大愤慨。1916 年 5

月 26 日, 全体华工举行了大罢工。当地警察为维

护厂主的利益竟向手无寸铁的华工开枪, 一人当

场死亡, 8 人受伤。面对警察的暴行, 华工们毫不

畏惧, 拿起斧头、石块痛击刽子手, 头部受伤的警

察官狼狈逃跑。关于“黄种人造反”的消息很快传

开来, 当地州政府大为恐慌, 派出大批军队前往镇

压。每 10 人抓一人, 共有 260 人被投入监狱⑤。罢

工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 但它充分显示了华工

们不畏强暴、誓死抗争的革命精神; 1916 年 8 月,

有 580 名华工, 由哈尔滨包工头林琴带到俄国亚

历山德罗夫斯克铁路第 712 号标处的一个伐木场

做工。招工时答应给华工优惠的工资及生活待遇,

然而, 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华工的工资只有俄国

工人的一半, 而且见不到现金。每个月还得拿出

30 个卢布给包工头作伙食费。冬天到了, 没有御

寒的棉衣, 唯一的食品是面包, 偶尔有一点白水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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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和土豆。忍饥挨饿、痛苦不堪的华工们天不亮

就被赶到工地做工。9 月 21 日, 听说又要降低工

资, 忍无可忍的 400 多名华工手持斧头冲向管理

所, 要求见包工头林琴。然而, 接见他们的却是荷

枪实弹的哥萨克警察。派出所所长布拉特下令向

工人开枪。3 人当场死亡, 43 人受重伤①。惨剧发

生后, 在 718 号标处做工的 1 500 名华工举行了

暴动。1916 年 9 月, 第聂伯河上游波罗廷察工地

有华工 530 人, 虽然已到秋天仍穿着夏天的衣服,

许多人连鞋子也没有, 食粮只发给一半。华工提出

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后, 517 名华工于 9 月 5 日

全体出动游行, 手持斧头、铁铲和木棒到奥尔沙县

去交涉②。此外, 1916 年年底, 在离首都 90 公里处

的察夏车站发生了中国工人大罢工, 10 名华工被

枪杀, 40 人被捕入狱③。1917 年年初, 几个华工代

表在北方铁路工地 (布依- 丹尼洛夫工段)做工的

900 多名同事, 向国家杜马代表罗江科提交呈文,

要求为他们说话, 使他们免遭非法的剥削和侮辱。

当然, 这样的呈文是不会有结果的。1917 年 10 月

8 日, 在布尔什维克的《乌拉尔工人报》上登载了

一篇文章, 揭露了华工濒临死亡边缘的状况。文章

指出, 行政当局靠剥削华工发财致富, 使用了各种

伎俩, 警察毒打甚至杀害华人苦力。布尔什维克党

人的同情, 对沙皇政府及地方当局和工厂主、资本

家残害华工事实的揭露, 促使广大华工与俄国工

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1917

年, 华人无产者与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叶卡捷

琳堡、彼尔姆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俄国工人一道

参加了为反对临时政府、争取民主和平、反对战争

而举行的多次示威游行④。可见, 华工的斗争觉悟

已经从生存主义上升至国际主义, 从而为参加十

月革命、保卫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做了

重要的准备。

三　华工参加红军, 保卫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17 年 10 月 25 日 (公历 11 月 7 日) ,“阿芙

乐尔”号巡洋舰的炮火, 摧毁了克伦斯基的资产阶

级临时政府, 十月革命爆发了。身居俄国的广大华

工们欣喜若狂。他们知道, 饱受沙俄政府、资本家、

包工头压迫、剥削和奴役的苦难岁月即将结束。当

时在铁路上工作的华工刘福回忆说,“十月革命打

响后, 我和俄国的同事都高兴极了。我帮助他们在

火车头上插起镰刀锤子的红旗。我们举手拥护苏

维埃政权, 高呼打倒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口号。我

开始明白一个从来也没有明白过的真理, 穷人要

不把国家大权拿过来, 走遍天下也找不到生活, 也

找不到幸福。1918 年春天,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发

动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这年 5 月, 由战俘

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白党的将军高尔察克

勾结在一起, 占领了整个中伏尔加、乌拉尔、西伯

利亚直至远东的广大地区, 形成对莫斯科和苏维

埃政权的严重威胁。7 月, 我离开了火车头, 来到

别尔木, 参加到在这里已经成立的苏联红军第 3

军。我被分配到 29 师后备团‘中国人第一队

(营)’, 第 3 连第 3 排第 9 班, 当了班长。该团全部

由来自乌拉尔煤矿、石棉矿和铁路上的华工组成,

团长是搬运工人出身的华工郭来宾。8 月 1 日, 列

宁下达了迅速消灭捷克叛军的命令, 我们便开赴

前线, 同企图攻占斯维雅日斯克, 直逼莫斯科的捷

克叛军进行战斗。第一仗是巴不克战役, 我们损失

惨重。在教堂周围、河岸上、桥上和水里, 到处躺着

年轻的中国小伙子, 仅我们队就牺牲了 140 多人。

但中国人作战勇敢却出了名。以后每场战斗, 敌人

总要打听红军中有没有中国人。”“‘中国人第一

队’是一支最顽强的部队, 忠实可靠的部队”。据

1917 年在远东伯力 (哈巴罗夫斯克) 做佣工的华

工寇喜廷的回忆, 当年的华工们是怎样的欢迎十

月革命, 并甘愿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来保卫新生的

苏维埃政权的。寇喜廷说:“我永远忘不掉伟大的

1917 年⋯⋯咱们受了一辈子气, 现在红党领导暴

动, 咱们也要跟着干。”于是, 寇喜廷和另一位华工

王豁牙子着手组建游击队。起初只有 11 个人, 后

来扩展到 36 个人, 都是中国工人。伯力城暴动后,

白匪军到处捕杀布尔什维克党人。“有一天夜里,

我和王豁牙子带领全体游击队员摸到高尔察克匪

军的营地, 先收拾掉白匪在山上的岗哨, 然后等待

匪军出动, 给予狠狠打击。但他们不敢出来, 只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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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房附近的工事里。”“1918 年 4 月, 日本侵略

军勾结白匪军在海参崴登陆, 随即占领了苏联西

伯利亚铁路及沿铁路线的一些城市, 到处烧杀, 进

攻红色游击队。消息传到我们这支游击队里, 大伙

对日本帝国主义无理干涉俄国革命非常愤慨。9

月的一天下午, 一支大约有 50 几个人的日本骑兵

队来搜索村庄, 埋伏在山上的游击队员们猛烈射

击, 打得敌人死的死, 伤的伤。这次伏击, 歼灭了全

部来犯之敌, 获得了 40 多支水连珠枪。”① 在保卫

十月革命的战争岁月里, 华工尹辅臣在阿拉伯耶

夫斯克成立了一支由 800 个中国矿工组成的战斗

部队。1918 年年底, 与高尔察克白匪军在楚索伏

依发生了遭遇战。(楚索伏依位于莫洛托夫城和斯

维德洛夫斯克之间) 为争夺一座铁路桥梁, 这支

800 多人的中国红军队伍在敌人的炮火面前毫不

畏惧, 置生死于度外。经过残酷的战斗, 终于夺回

了这座桥梁。这次战斗伤亡了 600 多名中国红军,

苏俄人民称他们为“中国英雄军”②。特别值得纪

念的, 是在北高加索的革命烽火中诞生的、以华工

包清山为营长的中国独立营。1918 年夏天, 高加

索的哥萨克资产阶级分子在英帝国主义者的支持

下, 企图将新生的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消灭在摇

篮之中。面对这一严峻的考验, 乌克兰和南方区临

时特别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受列宁的派遣, 组织和

领导高加索的革命部队。包清山的中国独立营就

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的。该营 600 多名中国红

军战士,“转战于高加索的军事要道, 驰骋在滚滚

的捷列克河之滨。这个营不但参加了争夺北高加

索的普罗赫拉特内、基兹连尔、格罗兹尼和阿斯特

拉罕等地的战役, 而且参加了解放外高加索的战

役。高加索山谷曾回荡着中国战士的嘹亮歌声, 斯

大林故乡曾留下了他们的战斗脚印⋯⋯在英勇的

格罗兹尼百日保卫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③。在保

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岁月里, 在打击白匪军和

外国干涉军的战斗中, 中国的红军战士曾受到列

宁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华工李富清 1916 年 4 月从

沈阳被招募到俄国做工, 受尽了苦难。1917 年参

加到苏联南部的一支游击队, 以后辗转战斗于白

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波兰等地达数年之久。

1917 年年初, 李富清和其他 200 多人 (其中有 70

多个中国同志)被调往彼得格勒担任列宁的卫士。

后来随列宁来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继续承担

保卫列宁安全的神圣职责。1919 年夏, 白匪军邓

尼金在南方战线发动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疯狂进

攻。列宁发出了“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的口号,

李富清所在的列宁卫队也被调往南方前线。离开

克里姆林宫前, 列宁召集卫队全体战士讲话, 勉励

战士们英勇战斗, 保卫苏维埃共和国, 把白匪军彻

底消灭干净④。

上举数例, 只是华工投身十月革命, 保卫新生

的苏维埃政权, 同白匪军和外国干涉军进行斗争

的几个片断而已。在苏俄内战期间, 红军队伍中的

中国志愿军战士大约有 4 万～ 5 万人⑤。如果再算

上参加各地游击队的华工, 其总数至少应当在

15 万～ 20 万人之间⑥。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来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英

勇事迹, 彪炳千秋, 永垂史册。正如彭明在他的《中

苏友谊史》中所评价的那样:“在苏联的土地上, 埋

葬着中国烈士的尸体; 在十月革命的纪念碑上, 铭

刻着中国烈士的名字。用不着说明, 中苏两国人民

都永远不能把他们忘记。”⑦

(本文是国务院侨办课题《俄罗斯华侨华人历

史与现状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为

03GQBYB 001)

(责任编辑　崔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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