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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孙中山与济南的关系有三个
关节点，最集中地体现在三个时
间段上。

一个是：1912 年年初孙中山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的
北伐。一个是 1912 年 9 月孙中山
来济南考察。一个是 1916 年 5、6

月间，孙中山指导山东讨袁护国
战争和逼攻济南。这里我们主要
来回顾一下 1912 年 9 月孙中山
的济南之行。

两天行程完整勾勒

1912 年 9 月 26 日，孙中山来
到济南，逗留两天，进行了内容丰
富的考察和游览。这段伟人与济
南的因缘际会，在孙中山的革命
历程和济南的城市发展史上，值
得人们永久铭记。

据《民立报》、《申报》、《孙中
山年谱长编》等有关报纸和书籍
记载，我们可以完整勾勒出孙中
山 1912 年即民国元年济南之行
的行程及活动安排：

1912 年 9 月 26 日清晨 5 时，
由天津出发南行，行抵德州时先
生下车与欢迎者相见，停留约 30

分钟。仍上车至黄河北岸，又下车
登上小火轮渡至黄河南岸，上黄
河铁桥测量桥工。

午后 3 时，孙中山由山东都
督周自齐派专车由黄河铁桥迎至
济南商埠车站，受到早已等候在
这里的省城各界人士极为热烈的
欢迎。

晚 5 时，出席山东都督府于
督署珠泉精舍举办的各界茶话
会。

1912 年 9 月 27 日上午 8 时，
孙中山在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济
北洋军第五镇统制靳云鹏等人陪
同下，到济南辛庄军营视察，检阅
军队，发表演说。

午后 2 时 20 分，在山东省议
会大厦，参加由济南及驻省各学
校师生举行的学界欢迎大会并发
表演说。

下午 4 时，继续在省议会大
厦参加由山东省议会、教育会、国
民党、自由党、共和党等 52 团体

举办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
5 时，游览济南名胜大明湖、

千佛山风景。周自齐、靳云鹏等作
陪。

晚 9 时，召集报界记者至行
馆开谈话会。

1912 年 9 月 28 日晨 7 时，自
济南乘坐胶济铁路专车赴青岛。

柏枝结成牌楼

菊花嵌成欢迎字样
1912 年 9 月 26 日午后 3 时，

孙中山由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专车
迎至济南城西商埠火车站，受到
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省城各界群众
极为热烈的欢迎。

据当时颇有影响的，由于右
任主持的《民立报》报道：“车停
后，各军乐队齐奏军乐，各军队均
举枪致敬，各欢迎团代表均脱帽
欢呼。先由周督迎至车上，同先生
暨各随员下车。先生及夫人乘轿
前行，周督及各随员并特派招待
员陆续随之，各卫队先后拥护，沿
途先生向各欢迎团脱帽答礼。道
旁观者若睹，争欲识先生面。附近
车站一带，几无隙地。各报馆新闻
记者及中外照相师，各事其事，皆
极形忙碌。外人莅场参观者颇伙。
人数虽多，而秩序颇形严整。至先
生入行馆后，始各欢跃而散。”

而当时另一份极有影响的报
纸《申报》报道说：“济南各界自
闻孙中山先生游鲁之信，早已预
备欢迎。及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孙
先生乘车将到，各界均预在车站
欢迎。车站之过客桥，满插国旗，
桥下以柏枝结成牌楼，菊花嵌成

‘欢迎’字样……”
“二时半，孙中山先生莅济，

沿月台布满军队，军乐大作，先生
下车后即乘四人筍舆过欢迎处，
各界均脱帽鹄立致敬，先生亦自
舆中脱帽为答……马路转弯处，
亦多有欢迎者。”

这一欢迎活动，充分显示了
济南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对孙中
山先生的无比敬仰和爱戴，也展
现了民国初年由辛亥革命带来的
山东和济南政治上较为活跃的民
主局面。

在济下榻的饭店

今尚在
孙中山来济时下榻的饭店是

哪家？多年来一直未见有文章或
其他资料提及，研究山东近代史
的专著和论文对此亦付之阙如。
近日，笔者翻阅民国初年的报纸，
在 1912 年 10 月 1 日《申报》要闻
栏《鲁人欢迎孙中山纪事》一文
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语：“(孙中
山)先生自车站下车后，乘筍舆赴
津浦路局行辕休息。”

值得庆幸的是，这座老建筑
历经百年风霜雨雪风韵犹存，它
依然屹立在纬一路最北头路西那
个原来名叫十王殿的地址上。“津
浦铁路局”始建于 1904 年，1909

年建成，原是一座办公楼，后改建
为“津浦铁路宾馆”。建筑坐西面
东，正对着济南府西通长清、齐河
等地的古官道“馆驿街”。

作为济南商埠最东端的标志
和标示性建筑，(济南)津浦铁路管
理局大楼在济南城市建设历史上
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里后来改
建为津浦铁路宾馆。它曾在民国时
代(1922 年和 1924 年)接待过胡适、
泰戈尔、徐志摩等众多中外文化名
流。

孙中山来济一行共 18 人，其
中包括孙中山先生元配夫人卢慕
贞，孙中山当时的英文秘书宋霭
龄，著名教育家、当年的留美幼
童、宋霭龄与宋庆龄的二姨夫温
秉忠；孙中山的香山同乡、曾任临
时大总统府庶务司司长、后来竟
成为杀害廖仲恺主谋的朱卓文；
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和
陆军总长的程仲渔和蔡虎臣，以
及曾广勷、唐日新、吴桂灵、丁振
之、陈玉芝、唐任桐等众多铁路官
员和从业人士。

孙中山济南之行的人员构成
透露着诸多信息，由这个人员构
成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当时最
大的牵挂，他的“头等大事”已由

“破坏”转为“建设”，这就是发展
实业，修造铁路。而由此我们也可
以看到他来济南来山东的主要目
的即是考察铁路，宣传实业方针
与铁路计划。

在济南的演说与谈话

据目前能够找寻到的文献资
料，我们可知孙中山在济南期间
共作过三次演说一次谈话。孙中
山在济南的谈话，涉及最多的是

铁路问题。下面，我们来谈谈孙中
山的铁路计划和实业思想。

孙中山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
的演说，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孙
中山当时关于修筑中国铁路的伟
大构想，涉及建设铁路的意义、规
模、目标、难度、措施与办法等诸
多课题。

在济南，他举了两个十分生动
的例子，正反各一，来说明建设铁
路的意义。其一，我国由于交通不
便，“由山东至新疆路程，须五、六
个月，较西人环游地球，尤为迟
滞。”由此造成中国一大弊病：“麻
木不仁”。其二，西方国家“比利时
之土地，不足当我国一省，而其在
国际上之地位，较我国尚高一等，”
其原因正是由于“其铁道事业发
达，而国家之活动自由也。”所以孙
中山又指出：“交通为事业之母，铁
道又为交通之母。”他的目标是：

“二十万里铁路”，“十年之时期告
竣”，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等国。

演说中还谈到建设铁路的措
施方法，共三条，“一、借资兴办；
二、华洋合股；三、定以限期，批与
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而“三
者之中，以批办为最相宜。”其原
因是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因此
时中国资本、人才、方法三事皆
缺，若批办则可收三事之利。”

孙中山来济南时，是他的铁
路思想日趋成熟之际，这就是说，
他真正找到了一条既不丧失主权
又能修成铁路的筑路良方。

孙中山修路的路子主要有这
样三个内容，一是，将政府行为改
变为民间行为，签订条约的双方抛
开政府，而由孙中山成立的中国铁
路总公司与外人接洽谈判，这样一
个民间组织出面就不牵扯主权问
题了。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

是：把修路这个事回归到在经济领
域里运作的经济行为。第二条，国
家坐收渔利，批办，就是批给外国
人办，用他们的材料、他们的人，让
他们修好，十年归他们用，十年以
后政府一分钱也不出，到期收回，
国家就等着拾干鱼。第三条就是

“保路兵应由我自派”。

高度评价

济南自开商埠
孙中山济南之行的重大收获

之一，是他看到了开埠后的济南
焕然一新的气象，从而让他可以
对自行开埠这一历史现象从理论
上加以总结和概括。

济南开埠，极大地推动了济
南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使济
南一跃而为山东经济、文化的中
心城市。成书于 1914 年的《济南
指南》曾这样谈到济南开埠的情
景和意义：“津浦、胶济铁路参错，
汽动鸣雷，挥汗成雨，灯辉不夜，
道洒无尘，是以五方杂处，万货云
集。经营伊始，发达如此，将来状
况，其恢廓更当何如耶！”

正是此次来济亲眼目睹济南
开埠后的巨大变化，孙中山正式
形成并且坚定了这样一种思想观
念：开放门户不仅不会丧失主权，
而且，“开放门户政策利于保障主
权”，他说：“此可见开放门户，足
以保障主权。前清以闭关为事，而
上海租界与青岛，我无主权，是皆
外人强我开放，故有此结果。若济
南商场(埠)，由我自行开放，即有
完全主权，此亦自行开放门户无
损主权之一证。”(《在上海报界公
会欢迎会的演说》)

这对济南开埠是多高的赞美
与评价！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曾来济南进行了为期两

天的考察，而北伐战争和讨袁护国战争中，孙中山都把济

南放到了十分关键的位置。11 月 26 日，在本报与省图书馆

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上，济南电视台制片人、编导王文就

孙中山与济南的历史渊源作了十分生动的演讲。本文选自

其讲稿。

王文在大众讲坛

孙中山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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