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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会员录》是江西
萍乡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彭树敏烈士的遗物，为
线装16开本，总12页。

正文为蓝色石印字，封面上端盖有“江西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中英文两种文字的蓝色
圆形印章，下端左右两端各有一个五角星的小
圆圈。书中序言为江西省赣州籍会员肖健在法
国巴黎所著。书中详细记载了25名江西省留法
勤工俭学会员的姓名、年龄、性别、国内毕业
学校、法国留学学校及工作、学习专业、国内
通信处、法国通信处等内容。这本会员录封面
还竖写着“后裔继子彭洁收藏”，从此可知，这
本弥足珍贵的会员录入馆前一直为彭树敏的继
子彭洁保存。1982年萍乡市党史办刘传政等从
彭树敏的继子彭洁家中征集，后拨交给安源纪
念馆。1994年 5月 7日，《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
生会会员录》经国家文物局全国馆藏一级近现
代文物鉴定组鉴定为一级文物。该会员录详细
记录了江西留法勤工俭学人员的具体情况，为
研究20世纪20年代江西留法勤工俭学人员提供
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彭树敏（1897-1926），江西萍乡人。出生于萍
乡市腊市镇凤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1年考
入萍乡县立中学。1915年毕业后，在外祖父家学
习古书。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产
生了出国留洋学习科学的想法，以实现报国救民
的愿望。1920年2月，经上海勤工俭学会介绍，与
全国各地的同学 33人，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
号到法国马赛勤工俭学，在木兰公学学习。1922
年 7月，加入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 9月，经中共旅欧支
部选派与聂荣臻、蔡畅等一批党（团）骨干共 27
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五
卅惨案”后奉命回国，被派往江西安源煤矿从事
工人运动，主要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将所学马列
主义理论与安源工人运动相结合，启发工人团结
起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6年先后被派
往郑州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天津从事军运工作、
北京从事地下工作。北伐战争爆发后，因被派往

江西九江组织铁路工人罢工而被捕，被捕后坚贞
不屈，严守秘密。同年9月18日，英勇就义于九江
浔阳江畔，年仅29岁。

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中国广大青年在帝国主
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目睹国势危亡、社会腐
暗、教育遭到摧残等现状，为了学习先进科学技
术、追求真理与民主、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大批
爱国知识青年投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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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俭以求学”的方式留学在当时中国
社会上是一个创举，开启了中国留学教育史上一
种新的留学理念。

1919年至1920年间，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已
达到2000人左右。1921年后，由于法国国内形
势的变化、勤工俭学学生的选拔问题以及中国
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学生继
续留在法国，边做工边学习，通过自己的努
力，大多数进入了法国高等教育机构继续深
造；而另一部分学生经历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种
种境遇，对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有了更多的了

解，对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变革中国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当中
的大批先进分子或回国，或转赴苏联学习。从
此，他们踏上新的征程，投身革命事业，为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早期建立中国共产
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都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来自全国 18 个
省，大多数是16岁至30岁的青年，他们有的先工
后学，有的先学后工，有的边工边读。勤工俭学生
只靠微薄的维持费度日，生活极为艰苦。1921年
初，华法教育会由于本身无资金来源，且其他收
入来源有限，要接济许多在校或在外等候做工的
勤工俭学学生确实很有困难。为了方便联系，互
帮互助，以达到共同实现工读的良好愿望，江西
省赣州籍会员肖健发起在巴黎成立了江西省留
法勤工俭学学生会。那么，究竟有多少江西籍的
有志青年走出国门、远赴法国、勤奋学习呢，他们
是哪些人，后来又有什么作为呢？据史料研究，学
术界对赴法勤工俭学的江西籍人数有不同的说
法，目前大致有三种：

一种说法是 28 人。主要依据是周恩来于
1921年 12月 20日在天津《益世报》上连载的《勤

工俭学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一文。文中列举了
一份各省人数清单：“据各省勤工俭学生委员会
的调查，勤工俭学生的总数有一千五百余人，内
中俭学生占四百五十九人。今先将各省的人数列
下：……江西（勤工俭学）26（俭学）2（总数）
28……”

第二种说法是 30 多人。这是江西知名学者
刘勉玉教授在1984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征集委
编辑出版的《江西党史讲义》中发表的《马克思主
义在江西的传播》一文提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 25 人。依据是当年留法勤工
俭学者彭树敏烈士的遗物《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
生会会员录》。《会员录》详细记载了当时参加勤
工俭学的 25位江西籍人士：吴肇周、黎开绳、江
学轩、傅继尧、周唤文、肖复之、蔡源高、文明升、
彭树敏、彭树茂、肖健、游嘉训、黄国俊、饶来杰、
饶国璋、涂名扬、邓荣鏸、傅见贤（傅烈）、李凌鹤、
郭志汾、陈发祥、谢远灞、汪恩广、汤昌椅、王仍。
在这25人中，萍乡籍10人，进贤籍3人，兴国、宜
黄籍各2人，南昌、乐安、临川、修水、于都、贵溪、
九江、瑞昌籍各1人。年龄在21岁至26岁之间。他
们中最早赴法勤工俭学的时间是 1919年 3月 17
日，最晚的是在1920年11月7日。1919年去的有
11人，1920年去的14人，大多数是在蒙达尔公学
和马赛公学，一部分分散在其他地方，所学专业
以机械、机电为主，也有学习建筑工程、航海等专
业的，学习期间在十多个地方做工。

事实上，除以上25人外，还有确凿史料可以
证明当时赴法勤工俭学江西籍人士还有：熊雄、
许德珩、陈宝锷、黄禄祥、潘毅、袁税伯、金树章、
刘克俊、谢承瑞、骆涌庄等人。可见当时江西赴法
勤工俭学者，应为30多人。

赴法留学的青年学生在法国除了要受法国
政府管理、社会生活限制、生活艰苦磨炼外，还要
受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国当局的管理和限制。他们
在艰苦的环境中半工半读，经受了各种考验和磨
炼，但仍不懈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江西去的 30
多人中，一些人发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如进
贤籍的饶国璋，在“工业救国”思想指引下，苦攻

法语，为钻研工业技术，先后在法国的飞机制造
厂、发动机制造厂等多家工厂做工和学习，掌握
了当时法国甚至欧洲最新的航空科学技术和汽
车制造技术；南康籍的谢承瑞入巴黎综合技术学
校就读，后升入法国炮兵大学学习；修水籍的李
凌鹤入读法国国立霞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
在法国工厂学习机械技术，成为机械工程师。经
过多年的学习，他们带着一身的技能相继回到祖
国，在各自的岗位和领域做出贡献。相当一部分
人与其他各省赴法的志士仁人团结在一起，学习
新知，淬炼思想，积极参加了各种维权斗争。他们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斗争实践中走上与劳动
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有的加入了旅欧的社会
主义青年团组织，有的加入了旅欧共产党组织，
其中的优秀分子被派往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继续
学习，后陆续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中国
革命斗争的中坚，杰出的人士有宜丰籍的熊雄、
临川籍的傅烈、南昌籍的饶来杰、萍乡籍的彭树
敏等人。

江西籍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数
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他们对民主科学的追求、
对革命的执着，始终教育鼓舞着后人，而且对江
西地方革命乃至中国革命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会员录》这件特
殊的文物，以最沉静的姿态，讲述着最动人的故
事，重现了一个世纪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这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出国求学运动，采取边学习边
工作的留学方式，打破了只有权贵官宦子弟才能
出洋留学的惯例，使得众多的家境贫穷的有志青
年得到了增长知识，学习新思想、新技能的机会。
他们在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涯中，以顽强的毅力工
作的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
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
响，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如周恩来、刘少
奇、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批坚强的马克思主
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储备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中
坚力量，也为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就了一批栋梁
之才，最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考古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
期的文化堆积，发现大量汉代封泥、简牍、大型建筑基址、
宽达 12米的道路和丰富器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
过初步清洗和红外线扫描，得知简牍共 1 万多片，其中
2000多片写有文字。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利用红外扫
描图像，对残片试作缀合，对文字进行释读，已取得初步
进展。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土，是我国简牍
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日前在昆明召开的云南晋宁河泊
所遗址考古工作专家咨询会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
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
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介绍了其团队整理、解读的阶段性成
果。他指出，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包括有文告、往来文书、司
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
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等，具有极
高的史料价值，是汉代设立益州郡，对西南地区进行有效
治理、开发的重要见证。

简牍中目前辨认出来的益州郡属县，有滇池、俞元、收
靡、谷昌、秦臧、邪龙、律高、不韦、嶲唐、比苏、建伶、来唯十
二个。《汉书·地理志》记载的益州24县，已发现一半。其中
一枚记：“己丑滇池守令邪龙长武、守丞……”“守”指代理。
简文表明名字叫武的邪龙县长官代理滇池县长官。其中滇
池县长官称“令”，邪龙县长官称“长”。《汉书·百官公卿表
上》：“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
户为长……”《续汉志·百官志五》“州郡条”注引应劭《汉
官》曰：“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益州
郡县未必严格按万户规模确定县长官的称谓，但称“令”称

“长”应该有区别。还有一枚记：“嶲唐民或贾市□□□出入
颇相侵□□田作事甚不可自今以来民有自……”嶲唐位于
益州郡西南，约在今云南省保山市与云龙、永平一带。推测
此为益州郡的文告，涉及境外贸易的管理。此外，“滇国”

“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与石寨山墓地出土的“滇王
之印”以及同在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滇国相印”相印证，显
示在益州郡建立后，汉朝在滇王国设相及其佐吏，用特别
形式进行治理。

简牍中有多件户版（户籍）。其中一件写作：“钥奉宗
宁□里户人仕（士）伍奉年卌五筭（算）一卒 贫……”上端
大字书写户人（即户主）姓名（钥奉宗），随后记录其居住的
里名、身份（士伍）、岁数、徭役等，后面的户人名字承前省
略姓氏。这种格式曾见于湖南长沙东牌楼、尚德街和四川
渠县城坝等地发现的简牍，被学者认为是东汉户口简的特
征。出土的多件户版是当时在今云南地区推行编户齐民制
度的真实写照。

有一枚木牍写有“建伶髨钳吴屯代杨闵”等字。髨钳是
刑徒称谓，吴屯、杨闵是人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的《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在墓志砖铭文
的格式与内容的特殊情况部分列举多件类似铭文，如“右
部五任下邳下相髡钳曹福代胡非永初元年九月廿六日物”

“五任南阳鲁阳鬼新胡生代路次元初六年闰月十四日死”，
认为这说明在汉代用人代刑的情形较为常见。河泊所遗址
出土的这枚木牍记录的格式与东汉刑徒墓地铭文砖一致，
但用简牍书写，出土在官署遗址，具特别意义。

此外，有件封泥匣上写有：“梓潼富里周得弟（第）一车
辰。”梓潼是广汉郡属县，在今四川梓潼。富里是里名，周得
是人名。记录显示这件封泥匣封缄的物品，是在某个车队
由周得负责的第一辆车上的第五件（用地支记序）货囊或
货箱中。另有一枚木牍记“就（僦）车一十九两（辆）”，二者
合起来表明，当时昆明一带的道路建设和车辆运输有较大
规模，可能属于《史记·平准书》“通西南夷道”的组成部分。

简牍中还有多件书信。其中一件经缀合可复原大半，
首行写“富紃伏地再拜请”，次行写“青、平、子林、文先、
少……足下毋恙，甚善。春时不和，愿强进酒食，近衣，
慎察左右……”是富紃发给青、平、子林、文先等人的信
函，款式、用语与里耶秦简和西北汉简出土的书信颇相
类似。

有两件分别写作“·季氏旅于”和“能救与对曰不”残片。
《论语·八佾》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
与？’对曰：‘不能。’”相形之下，得知这两支残片可以遥缀，
属于《论语·八佾》。可见《论语》在当时当地流传。

还有几件简牍有纪年。其中西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
前 83年）、七年（公元前 80年）和元凤四年（公元前 77年）
各一件，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 64年）一件。此外，还有一
片记有“永建五……”如果永建代表年号，则是东汉顺帝所
有（永建五年相当公元 130年）。结合内容分析，河泊所简
牍大致属于两汉时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件传递文书时使用的封检，
均题写“滇池以亭行”五字。这是秦汉封检题署的常见格
式，“以亭（或“邮”）行”之前的地名是文书发送的目的地。
因而，这两枚简的出土地极可能就是滇池县。

通过简牍记载可知，益州郡县建置之后，汉朝将文书、
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系统地扩展到当地，同时还传
播儒家典籍及其代表的主流思想，有效地进行治理，为开
发西南地区、为在辽阔疆域上建立、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
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陈伟特别指出，遗址出土的简牍，一般保存状况都不
够好，河泊所简牍也是如此。除了一些简牍有被火烧残的
情形之外，还有不少简牍断裂成若干碎片。初步整理中，研
究团队发现较多残片可以缀合起来，拼合时有的茬口对合
得非常好。如前面提到的邪龙县长官代理滇池县长官的木
牍，就是由 4片缀合而成，书信则由 5片缀合而成。这从一
个侧面体现，河泊所遗址发掘和清理工作相当细致。

（执笔：蒋志龙 李天虹 雷海龙）

一份特殊的会员录：《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会员录》
李安萍

河泊所简牍：
汉代治理西南边地的文献见证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旗装雅韵”数字教育关卡制互动课程
吉林省博物院

“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中共一大纪念馆百件文
物藏品进课堂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龙·鸟”时光机系列教育活动

常州博物馆
“三点半博物馆”课后服务项目

江西省博物馆
“陶于河滨”博物馆黄河文化主题研学课程

山东博物馆

“博爱学堂——少年中国说”研学思政课
辛亥革命博物院

“听见简牍”系列文博广播融媒体项目
长沙简牍博物馆

“永远的三峡”系列教育课程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回大唐”系列社教研学课程
西安博物院、苏州和云观博有限公司

“博悟·关爱”系列公益活动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夜宿海博·畅游科海”系列社教活动 国家海洋博物馆

“铜喜铜乐：博物馆同您七天乐”系列访谈节目

山西博物院

“汉字之旅”主题教育项目 辽宁省博物馆

赓续红色血脉 厚植爱国情怀——“九一八研学足迹点亮

全国”研学综合实践活动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魔都与新城”系列综合教育项目 上海博物馆

“博物馆+社区”共同体建设项目 南京博物院

“考古六朝·双城记：从南京到镇江”系列研学课程

南京市博物总馆六朝博物馆、镇江博物馆

雨花英烈的艺术人生——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红色文化

进校园”项目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博物馆学校——苏州博物馆“@苏博”系列教育品牌

苏州博物馆

吴中博物馆主题悦读沙龙 苏州市吴中区博物馆

“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系列社教活动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

中国传统服饰——博物馆助力职业学校课程

福建博物院、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苏区精神永放光芒”情景故事讲演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孔子密码”主题研学课程 孔子博物馆

舞动的汉字——汉字文化普及互动体验课程

中国文字博物馆

“历史的音乐厅”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特约体验活动

河南博物院

“云上龙门 牵手云冈”系列直播 龙门石窟研究院

“云端打卡湖北省博物馆新馆”系列活动 湖北省博物馆

“阅读湖湘 红色之旅”教育项目 湖南博物院

“共产党人刘少奇”系列微故事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禁毒宣传系列广播剧——“不能忘却的历史”

鸦片战争博物馆

“遇见”——深圳博物馆系列形象宣传片 深圳博物馆

“跟着郑和下西洋”研学教育课程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红岩故事宣讲团”宣讲活动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我来金沙讲堂课”教育项目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草堂耕诗 四季研学——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项目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三国书院”社教项目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得意之笔——“红色+”研学实践课程 四渡赤水纪念馆

秦兵马俑多维融合型深度研学活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盛世壁藏”研学课程 陕西历史博物馆

“一起向未来——红色体育进校园”品牌教育项目

延安革命纪念馆

遇见敦煌色彩——矿物质颜料制作壁画及壁画绘画体

验课 敦煌研究院

“保护母亲河 生态青春行”研学活动 张掖湿地博物馆

“多元华彩 融荣向生——走近青海世居民族”非物质文

化遗产系列课程 青海省博物馆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中国科学技术馆

第二届全国文博社教特别推介案例

第二届全国文博社教十佳案例名单
（按行政区划排序）

第二届全国文博社教优秀案例名单
（按行政区划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