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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隔 徐静

当我们揭开笼罩在“五四”
身上的光环，会发现它不仅仅是
一场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它更
是一个节点，是千年荣耀与百年
屈辱的交汇点，中国知识精英在
这个节点，开始登上振兴中国、
挽救民族的舞台。本期“人文齐
鲁”刊发了张世镕回忆其父张思
纬先生所亲身经历的“五四”运
动的文章———《那场可歌可泣的
爱国运动》。上世纪初，在国难当
头、民族危亡的那段岁月里，张
思纬和他的同仁们“位卑未敢忘
忧国”，和广大民众同心协力，通
过集会、致电、演讲、撰文等一系
列活动，抗议北洋政府，反对帝
国主义强权，誓死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工
作起来，常常不分昼夜，很多同
事都是到处奔走，废寝忘食，极
少回家。有的一家老少几口人，
都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再
回首那段使人既义愤填膺却又
热血澎湃的岁月，你会敬佩我们
前辈的激情与斗志，这也是那代
人当年“中国梦”的集中爆发吧！

近日，马瑞芳教授题为“诺贝
尔文学奖和《聊斋志异》”的讲座
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诺奖”、

“魔幻现实主义”等字眼也再次把
蒲松龄这位深深影响莫言的讲故
事前辈推到了大众视野。可有多
少人知道，一生贫困的蒲松龄，其
主要职业竟是私塾先生，而且职
业生涯长达五十年，其中三十年
在淄川西铺毕府度过。毕家是什
么人家？蒲松龄与这家名门望族
关系如何？毕府对蒲松龄的人生
和《聊斋志异》的写作产生过怎样
的影响？针对读者感兴趣的诸多
话题，马瑞芳教授应邀为本报撰
写了一篇特稿，描述了毕氏父子
数十年对蒲松龄赏识、尊重、爱护
的挚友情结。

在以前的记忆中，《聊斋志
异》是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
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才写
成的，看完马教授的《蒲松龄在
西铺毕家“设帐”三十载》，我才
知道，蒲松龄其实是“我为糊口
耘人田”，一直在毕家坐馆，哪有
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读
书、教书、著书，是蒲松龄西铺坐
馆乃至整个人生历程的精华和
焦点所在。教书，是他赖以糊口
的职业。然而，蒲松龄为何能够
在毕府一呆就三十年呢？这是因
为当年的毕际有父子对蒲松龄
特别优待，更重要的是，毕家万
卷楼藏书丰富，诗词文赋、小说
野史、经史子集，用蒲松龄的话
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这一切，
都对他提高文化层次、开阔视野
以及著书立说，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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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张世镕

噪父亲在国难当头时

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包括英、法、美、日、中等
国家在内的协约国成为战胜方，
德国、奥匈帝国等国家组成的同
盟国属于战败方。1919年1月18日
至6月28日，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
中国代表正式提出收回山东主权
议案。会议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
纵下，不但否定了中国的这一提
案，竟然还在《协约和参战各国对
德和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获
得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全
部转让给日本。”当时，统治我国
的北洋政府已经指示中国代表，
要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认
可。

来自巴黎的这些坏消息，激
起全国同胞的强烈愤慨。在济南，
各界民众以多种形式开展了收回
山东主权的活动。父亲就是在国
难当头的时候，投身到这场反帝
爱国斗争中去的。他回忆说，当
时，人们的集会抗议和游行示威
声势浩大。规模最大的一次是4月
20日，各界10万多人在济南演武
厅召开国民请愿大会，大会致电
北洋政府和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
中国代表，坚决要求收回我国的
全部主权。

父亲特别讲到，“五四”运动
发生后，除了跟广大民众一起进
行抗议外，他和同事王嶐策先生
以济南律师公会的名义，直接致
电北洋政府，要求惩治迫害爱国
学生的凶手，“以正国法而顺舆
情”。父亲说，“五四”运动在济南
发展很快，不久社会的各个阶层
都动了起来。父亲还列举了很多
人斗志昂扬、同仇敌忾的故事：青
年学生冲破军警封锁，上街游行
示威；城内上百名乞丐凑钱买了
烧饼、油条，让游行示威的学生吃
上早点；因当时男女分校上学，女
学生较少参加校外活动，她们积
极在校内罢课并集会声援；东郊
农村几位老大娘携带食品，前去

女子学校慰劳女学生；北园农村
一位妇女，把全部积蓄捐给因抵
制日货受损的商家；银行界宣布

“不用日币，不与日商往来”；人力
车夫制定规约：“不拉日本人和着
日本冠履衣服者”；报界决定“不
登日本广告，不代售日本人所出
之报”；驻防山东的北洋第五师官
兵，多次开会声援各界爱国请愿
活动，曾发布引起当局震动的《反
对出卖山东主权告全国同胞书》。

到了6月，随着巴黎和约签字
日期的临近，父亲和同事们非常
忙碌。他们利用各自职业的优势，
分工合作，和广大民众同心协力，
继续通过集会、致电、演讲、撰文
等活动抗议签署合约。父亲说，当
时工作起来，常常不分昼夜；很

多同事都是到处奔走，废寝忘
食，极少回家；有的一家老少几
口人，都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
中。在父辈之间，论起“五四”运
动中在山东影响较大的人物，父
亲赞扬过不少同事和学生领袖，
其中多次提到，山东省议会秘书
长王乐平先生很有见解、很有作
为。在《公言报》报社，父亲称赞
编辑鲁佛民先生的社论战斗性
强。

噪父亲对山东请愿团

在京活动记忆犹新

6月18日，山东省议会、山东
教育会、山东农会、山东报界联合
会、山东学生联合会、济南总商会
等召开联合会议，决定组织山东
各界请愿团前往北京，当面向北
洋政府请愿。父亲说，他和几位同
事都被选为代表，大家公推王乐
平担任团长。6月19日，他们乘火
车离济赴京。济南有几千民众前
往津浦铁路车站为请愿团送行，
车站内外，人声鼎沸，民众高呼

“拒绝签字”、“严惩卖国贼”等口
号。不少民众和代表们互相拥抱，
挥泪话别，谆谆嘱
咐：“坚持到底，幸
勿自馁”；“中国兴
替，山东存亡，在
此行也”，场面悲
壮动人。请愿团的
列车途经德州、沧
州、东光、天津、杨
柳青等车站时，受
到当地民众热烈
欢迎，代表们下车
答 谢 ，并 散 发 传
单、发表演说。当
晚 7时，列车到达
北京前门车站。请
愿团的代表们被
山东同乡会安排
在当地顺城街化
石桥的山东中学休息、住宿。

父亲对于山东各界请愿团在
北京活动的情况记忆犹新。6月20

日上午，请愿团的80多位代表，自
山东中学徒步前往中南海的总统
府，他们个个持有书写爱国口号
的白旗。途中，父亲和同事们边走
边向北京同胞宣传，吸引了大批
听众。出乎意料的是，到了总统
府，不但无人接见，而且大门紧
闭。

父亲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大
家非常气愤，忍无可忍，一面高呼
口号，一面狠狠砸门。时值炎热季
节，请愿团的老弱代表又急又累，
有人中暑晕倒。天公不作美，忽然
阴云密布，大雨倾盆。浑身湿透的
80多位代表，跪在泥水里放声痛
哭。只听有的代表呼喊：“我们今
天就死在这里，不达目的，决不回
去！”这时，西长安街过往行人驻
足围观的越来越多，北京许多市
民给请愿代表送来食物，当地报
社的新闻记者赶来采访报道。围
观的人们也纷纷责骂北洋政府无
能无耻，祸国殃民，不该拒绝代表
们的正义要求。总统府面临社会
压力，不得不派出官员向大家宣
布：“明天上午由总理代表总统接
见。”

噪父亲被推选为发言人

之一，向总统当面请愿

父亲对这次总统府之行回
忆说：他们累了一天，回到住处
也顾不上休息，大家集思广益，
重新研究了对策；接下来几天的
情况更加紧张。第二天下午2时，
在中南海的居仁堂由代总理龚
心湛接见了请愿团全体代表。龚
心湛听了王乐平、张敬承、徐寅
亮、张文英、李子善和我父亲等
代表陈述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
也只是敷衍了事，代表们当即要
求面见总统。

父亲说，由于他的职业特点，

总统府历次的进见活动，他都被
推选为发言人之一。6月23日上午
8时，山东各界请愿团在中南海
的怀仁堂得到总统徐世昌的接
见，场面非常严肃。徐世昌站在
怀仁堂的台阶上大摆威风，傲视
阶下，两旁簇拥着数十名文武官
员，会场内外卫兵无数。怀仁堂
阶下的请愿团代表，不许直接呈
交山东各界人民请愿书，须由值
班大礼官按典礼仪式转呈徐世
昌。然后，由王乐平、李子善、朱
文泉、汪洋洋、王建兴和我父亲
等代表发言，着重提出了对政府
请愿的三条内容，要求采纳民
意，明确态度，以便回告山东同
胞。但徐世昌始终面无表情，对
请愿的各项具体要求也是一味
敷衍应付。

噪请愿代表不辱使命

凯旋

事后，父亲和同事们总结此
行，认为虽然达到当面向总统请
愿的目的，但徐世昌表示：一“暂
缓”；二“困难”；三“无权”。徐世昌
的这番答复，岂不是把三大要求

推 脱 得 干 干 净
净，哪有一点诚
意？于是，决计赶
快去找龚心湛，
要让他明确表示
在巴黎和平会议
上拒绝签字。同
时，再给他加大
压力，想办法分
头联系各界，请
求支援。这天晚
上，接到国务院
的批复，尽是些
敷 衍 搪 塞 的 词
句，“尚在设法筹
维”；“亦必慎为
保持”……父辈
们 看 了 更 加 气

愤。
6月27日，山东各界请愿团按

计划联络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陕
西学生联合会、京师总商等请愿
团和各界代表500人之多，齐集总
统府门前求见徐世昌。徐世昌派了
个教育部次长出来应付，引起大家
的不满。请愿的人们堵在总统府门
前两天一夜之久，徐世昌无奈接见
了10位代表。徐世昌这次所谈的一
切，和上次接见时的那套差不多，
很让大家失望。

后来，当局看到怨声载道，矛
盾越来越尖锐，山东以至全国，开
始出现更加强烈的反帝爱国斗争
风暴。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政治
压力，特别是进步力量的崛起，在
动摇和打乱北洋政府的统治秩
序，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
想；“两害取其轻”，那批老谋深算
的政客，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搞
出点暂时表示让步的名堂，结果，
也就对合约签字来了个急刹车。
于是，龚心湛6月27日所批复的意
见，明白告诉山东各界请愿团：

“已经电令巴黎和会我国专使，不
保留山东问题，对和约绝不签
字。”

6月2 8日，从巴黎接连传来
好消息：旅居巴黎不计其数的
华工、华侨、我国留学生，把中
国代表的住处团团围住，强烈
要求拒签不平等条约，到了6月
28日那一天，中国代表就是想去
巴黎和平会议参加签字仪式，
他们也寸步难行。而在这个当
口儿，中国代表确实接到北洋
政府日前对山东各界请愿团宣
称的那份电令，在6月28日拒绝
出席、签字并全体引咎辞职。山
东各界请愿团和广大的山东同
胞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巴黎和
平会议出卖中国主权的爱国运
动，经过国内外同胞齐心协力
的艰苦奋斗，总算初战告捷。7

月1日，终于取得成功的山东各
界请愿团，在济南民众的热烈
欢迎声中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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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可歌可泣的
爱国运动
——— 我的父亲张思纬亲身经历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天安门。

我的父亲张思纬

生 前 每 次 讲 起 参 加

“五四”运动的那段往

事，尤其是他跟山东

各界请愿团进京的那

段经历，总是激动不

已。父亲当时是以山

东省议会议员、山东

报界联合会会员、《公

言报》经理、济南律师

公会会长等身份，加

入 山 东 各 界 请 愿 团

的。那么，当时他和其

他代表性人物是在什

么情况之下，组成山

东各界情愿团进京的

呢？进京后又如何不

辱使命向当局当面请

愿的呢？

济南的进步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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