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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1898-1925），
是中共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
者和领导者，是中共一大代
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
一。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在党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初期革
命活动中，王尽美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1898年，王尽美出生于山
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
(时属莒县 )的一个佃农家庭
里，王尽美的故居，就处在村
子东南角的一个小胡同里，是
一个大门朝南的小院。

这原为地主“见山堂”家
做仓库和养牲口的地方，因着

王尽美家中没有房屋，便住在了这院的东厢房里。在这个小
院里，王尽美度过了整整20个年头。

近日，记者随同诸城档案局的工作人员一同走进王尽
美烈士纪念馆。恰逢周末，馆内游人如织，厅内耸立着高2 . 8
米的王尽美大理石雕像，让敬慕之情油然而生。而大理石
雕像对面映壁上石刻《国际歌》，昭示王尽美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的光辉一生。

为能读书

给地主孩子当陪读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字灼
斋，1898年农历4月26日(公历6月
14日)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市枳沟
镇大北杏村(时属莒县)的一个佃
农家庭里。其时，中国已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廷腐败，
国力贫弱，列强入侵，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各种社会矛盾复杂尖
锐。他诞生这年，久旱不雨，禾稼
无收，民不聊生。

他降生之前4个月，父亲患
暴病身亡(年仅20岁)，家中只有
祖母、母亲和他3人。王尽美从小
渴望读书。祖母和母亲对他异常
疼爱，把全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
上，殷切期望他长大以后能有所
作为。但这是王尽美家所处的环
境和经济条件所不允许的。但事
有偶然，一个难得的机遇竟使他
圆了读书之梦。

1905年，地主王介人为自已8

岁的儿子祥儿设塾启蒙。因为祥
儿养尊处优，进了学馆没法适应
环境，且孤零零一人，寂寞的很，
所以想找一个年龄相当的孩子
当陪读。王尽美母亲听到这个消
息，立即托人去说情，并领着儿
子登门相求。王介人因为跟王尽
美同是王氏家族，又见王尽美聪
慧伶俐，于是就答应了。

王尽美一家喜出望外，母亲
连夜给王尽美赶制了一件月白
色长布衫，缝了一顶圆帽，第二
天精心把儿子打扮一番，就送去
了。塾师老先生见王尽美耳大面
方，天庭饱满，仪表非凡，认为有

“贵人”之相，又曾听说他出世时
红光满屋，便给他起了个学名王
瑞俊，字灼斋。

在偌大的一个大北杏村，佃
户的孩子很多，而有幸当陪读的
只有王尽美一个。由于他勤奋刻
苦，所以学业上进步很快，无论
背书还是写字，其成绩都比那个
长他一岁的地主少爷优异。

有一天，地主家从莒县来了
位贵客，他见王尽美举止大方，
不卑不亢，暗暗称奇，拿《三字

经》考问，王尽美对答如流。待客
人知道了王尽美的身份便说：有
这样的陪读相伴，小主人实在有
福气，学业肯定不错，保准前程
无量。问起祥儿的功课，塾师说
了些赞扬的话，客人叫祥儿拿他
的大仿来看，祥儿觉得自己写得
不好，怕丢丑，就把王尽美的大
仿本拿来冒充。客人看到工整清
秀的字迹，赞不绝口，王介人在
一旁也暗自高兴。事后，塾师把
实情讲了，王介人恼羞成怒，把
祥儿好一顿训斥，并抱怨塾师把
精力用在了陪读身上，颠倒了主
次，弄得塾师有口难辩，浑身是
嘴也讲不清楚。

不久，王尽美再到地主“谋
耕堂”家为地主儿子春儿伴读，
不到半年，春儿又暴病身亡。地
主诬蔑王尽美是“穷命”，“妨”死
了他们的孩子。王尽美忍受不了
这样的侮辱，发誓再也不为地主
孩子陪读了，宁肯失学。少年王
尽美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倔强性
格和有骨气的孩子。

酒馆里听故事

受到革命启蒙

从1906年夏到1909年底，王
尽美失学在家，协助母亲从事辅
助性劳动，以嫩弱的肩膀，分担
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经过一年多的陪读，王尽美
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最初的启蒙，
塾师引他走进一个新奇的知识
世界。自他失学以后，形式上的
求学之路虽然断绝了，但强烈的
求知欲却促使他去开辟新的渠
道。

真正使他获得真知、开拓他
的视野、对他成长起过重要作用
的要算大北杏村后那个小酒馆
了。因为大北杏村紧靠公路，是
当时莒县、诸城、日照三县交界
地，过往客商很多，所以有心计
的人家便利用这种优越地理环
境开了个小酒馆。酒馆里有一个
伙计姓吴，原是地主家的一个长
工，如今在这家小酒馆当了跑
堂，因是旧识，王尽美失学在家，
一有空就去找他，闲时就让他给

讲故事。这家小酒馆成了王尽美
经常去的地方。正是在这家小酒
馆里，王尽美听到了一些闻所未
闻的事，受到了政治上最初的启
迪。

那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
夜，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正
在酝酿一场大的革命风暴。诸城
城里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学
生也参加了同盟会，秘密进行反
清活动。到这家小酒馆吃饭喝酒
的南来北往的顾客中，除了商
贩、过路行人，还有这种革命党
人。这里成了交流信息的中心，
也成了传播思想的园地。常常有
人在此讲评时局，大骂满清政府
发泄胸中的郁闷，甚至还有喝醉
酒的，酒后吐真言，说出惊天动
地造反的话。王尽美处在这种环
境里，耳濡目染，长了不少见识，
虽然年龄很小，却比同龄的孩子
早熟了许多。

有一次，他向母亲提出了这
样一连串问题：同样是人，为什
么地主不劳动，整天吃好的穿好
的，穷人终年辛辛苦苦干活，却
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地主的孩
子能上学，穷人的孩子上不起
学？对于这样的问题，母亲只能
叹息说：人家命好，穷人命不好。
王尽美说：命不好，不会换一换
吗？母亲听了感到奇怪，就说：命
是前世注定的，怎么能换得了？
王尽美说：能换得了，皇帝老子
是一条祸根，只要把他连龙墩一
起掀了，穷人的命就好了。听了
这话，母亲大惊失色，急忙捂住
他的嘴说：你怎么敢说这样的
话，要杀头的，还要祸灭九族。问
他听谁说的，他说听酒馆的人说
的。母亲警告他不准再到那里
去，免得惹出乱子来。

母亲的劝阻并没有奏效，没
过几天，王尽美又偷偷到酒馆去
了。

诸城县城以西

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

1910年春，大北杏村办起了
村塾，费用共同承担。这样，王尽
美在失学3年多之后，又获得了
重新读书的机会。在村塾里他出
类拔萃，很得塾师张玉生的喜
欢。张玉生直到晚年还经常对人
讲：“我这一生教了许多学生，最
得意的就是王瑞俊了。”

1912年，大北杏成立初级小
学，王尽美又转入该校四年级学
习。

王尽美在本村读书的几年，
正是中国政权新旧交替，社会
大动荡、大分化的时期。1911年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
变—辛亥革命。1912年2月2日国
民革命军攻克诸城，赶走了知
县吴勋，3日，成立军政府，宣
布诸城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这
天诸城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王尽美等学生随同老师一起来
到诸城县城。县城里参加庆祝
活动的人人山人海，到处是红
红绿绿的标语，到处是万众欢
腾的景象。革命军打开粮仓救
济贫民，县立农林学堂、高等
小学和东武公学的师生在大街
上宣传讲演，口号声撼天震
地。他见到了从末见到的大世
面，大开了眼界，情绪受到极
大的感染。他看到酒馆里那些
人的预言真的实现了，精神异

常兴奋，也学着革命党的样
子，喜不自禁地当即剪掉了发
辫，表示与清朝势不两立。

王尽美是诸城县城以西第
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因为当时
清朝皇帝仍然在位，所以有人
对王尽美的这一行动深感困
惑，有的甚至为他捏着一把
汗。但是，没过几天，大清王
朝彻底完蛋了，人们这才理解
了，不再担心了，而对王尽美
更加崇敬了。

1913年，王尽美初小毕业后
升入枳沟镇高级小学读书。王
尽美在枳沟高小读书期间，是
决定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重
要阶段。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王朝
的终结和民国的建立，一种民
主的精神和共和的观念像春风
一样荡漾在神州大地。当时，
在枳沟高小聚集着一批进步的
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谈论时事
政治，其中，以给王尽美任课
的王新甫老师最激进。

这位王老师，人称“革命
党”。在课堂上，他经常撇开
书本，谈论国家大事，如黄花
岗七十二烈士、铁路风潮、武
昌起义等。他还把他最崇敬的
资产革命家邹容和陈天华的事
迹及他们的著作《革命军》、
《警世钟》的章节讲给同学们
听，讲到激动处，往往慷慨激
昂，声泪俱下，使王尽美听得
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同时，
他还推荐和介绍当时流行的其
他书刊如《天演论》、《民
报》等让学生们读，使王尽美
的心灵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淋浴
和陶冶。

在王老师的启发引导下，
王尽美对政治书刊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对它们的需求达到了
如饥似渴的程度。王尽美为了
借阅书刊经常跑40里路到诸城
县立高小。另外，王尽美还跑
80里到相州找民主主义者王翔
千借阅进步书刊。

进步书刊的哺育和革命党
人的影响，启发了他的政治觉
悟，使他对世道不公的叩问有
了比较明确的答案，逐渐萌生
了救国拯民的意念。

这时的王尽美，年仅 1 6

岁。

站在自家门口

心系时局变化

王尽美1915年在枳沟高小毕
业后再一次失学，在家参加了
两年多的农业劳动。

两年来，他很快适应了由学
生到农民的环境变化，学会了做
各种农活和处理家务，亲身体味
了劳动人民的苦难，更深刻地阅
历了人世间的不平等。

王尽美在家劳动期间，对政
治的关心并没有淡漠。他站在自
家门口，心系时局变化，把自己
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
连在一起。这中间，他在家乡参
加了一次反袁斗争。

1915年12月12日，中国政坛
黑暗势力的复辟逆流达到了顶
点，北洋反动政府的头子袁世
凯称帝。这种逆革命潮流而动
的丑恶表演激起全国人民的愤
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袁斗争
的浪潮。1916年春，孙中山的中

华革命军东北军马海龙支队占
领了诸城， 4月 1 5日，宣布独
立。这是诸城第二次独立。王
尽美闻讯后立即赶赴诸城县
城，与城里各校志同道合的朋
友以及诸城知名人士一起去拜
见了革命军首领马海龙，表示
支持反袁斗争。王尽美等还提
请他接受诸城第一次独立失败
的教训，迅速发动群众，壮大
队伍，随时准备粉碎北洋军阀
反动势力的反扑。马海龙采纳
了他们的意见，实行了相应的
措施。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袁世凯指令山东巡抚派沂防营
围剿革命军，5月25日先头部队
开到了大北杏村，当晚驻扎在
那里。王尽美发觉后，马上将
敌人的装备和驻防情况报告了
马海龙。革命军趁敌人劳顿之
际，连夜出击，把30多名敌军
一举歼灭。

这时候，王尽美在当地有
了一定的知名度，许多青年学
生和进步人士都乐于接近他，
跟他讨论时事政治，倾听他的
见解。他有时还被邀请到一些
学校里去演讲，每次都受到热
烈欢迎。

有一次，他到莒县县立高
等小学去做客，面对几百名台
下师生，他神情自若，侃侃而
谈。他阐述《新青年》的观
点，批判黑暗政治。他希望毕
业的同学肩负起改造社会振兴
中华的重任，绝不要做鱼肉百
姓的绅士。他的讲话很长，越
讲情绪越高，越讲会场越安
静，从上午10点一直讲到下午1

点，全校师生宁愿推迟午饭时
间也乐意把他的讲话听完。王
尽美这次长篇讲话给师生留下
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事过若干
年，人们回忆起来还赞叹不
已。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
丰富，他对那种黑暗的社会和
苦难的生活越来越感到难以忍
受，他那种要求改变自己命运
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诸
城一带，使他感到世界和中国
都处在急剧变化中，自己应当
走出家门，到外地去深造，以
求得有所作为。于是他决定离
开家乡到省府济南去继续求
学。

王尽美的少年时代是在世
界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的
环境中度过的，进步老师的引
导，革命书刊的启蒙，使他的思
想孕育了民主主义的幼芽；十几
年艰难的生活，使他感受到了人
世间的不平等，又初步培养了他
朴素的阶级感情；跟革命党人的
接触和涉足革命活动，使他经了
风雨，见了世面，在诸城生活的
二十年，为他后来成为革命家打
下了基础。

为纪念英雄少年王尽美，
1991年5月经中央宣传部、山东
省委、潍坊市委批准修建王尽
美烈士纪念馆。1991年7月1日奠
基破土动工，次年7月1日竣工，
正式落成开馆。

身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王尽美为共产主义贡献一生。他
英年早逝，犹如一颗璀璨流星，
虽然短暂，却在历史的天空划出
一道耀眼绚丽的光芒。
(诸城市档案局对此文亦有贡献)

王王尽尽美美故故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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