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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于建勇

“呜——— ”1931 年 12 月 8 日下
午 6 点多，随着汽笛一声长鸣，一列
长达 30 节的请愿专列，在一前一后
两台机车的推拉下，从津浦铁路济
南火车站隆隆开出，高高的德式钟
楼渐行渐远……

车上乘坐的是来自济南14所学
校的2500余名学生，他们是专程赴
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对日
宣战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
了东三省，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各地
学生奋起抗议。

12月9日

这是一趟混编列车。因客车不
足，加挂了部分没有座位、没有厕
所、没有窗户的闷罐车。但学生们顾
不得这些，好不容易通过卧轨拦车
争取到车辆，只想尽快到达南京。

据济南女子师范学生宋铮回
忆：“在火车上，我们又冷又渴，由于
带的被子少，四五个人才能盖一床；
由于水很少，同学们只拿小碗盛一
点水轮流沾沾嘴皮。”(《济南女师南
下请愿的片段回忆》)

沿途一些城市的民众很热情。
“特别是徐州站，火车一停，学生队
伍就有组织地列队欢迎，送上滚热
的鸡蛋汤、单饼、馍馍和毛毯子。然
后，唱着歌、喊着口号欢送开车。再
往南的蚌埠车站等地，情况也与徐
州站大致相同。”(董一博：《记育英
中学进京请愿前后经过》)

南京政府也派人上车慰问，但
怀有抵触情绪的学生拒不接受。“济
南学生请愿团”在列车上宣告成立，
下设交通、纠察、文书、宣传、交际、
通讯等 6 个股，分 25 个大队，每个
大队100多人。

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和油印小
报，高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宣传。

12月10日

经过一天两夜的旅行，10日午
间，列车到达浦口站。南京中央大学
学生代表迎接他们渡江到下关，然
后步行到中央大学。

国民政府如临大敌，军警夹道
站立，只留很窄的路让学生通过。

“当时南京下雪了，天气很冷，同学
们穿得单薄，但是，冷了就集队进行
跑步。”(张承先：《济南一中学生南
下请愿回忆点滴》)

国民政府给济南学生每人发了
一条灰色军毯御寒。

当时中央大学住满了北平、上
海等地成千上万的学生，整座校园
熙熙攘攘，充满了同仇敌忾的气氛。

晚上，蒋介石与有关人员商量
办法，决定“姑以缓和办法应付之”。

12月11日

11日，请愿团研究请愿要点，为
第二天的请愿做准备。

这天，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
带着济南各校校长和训育主任悄然
来到南京，旨在动员学生回校，瓦解
请愿行动。

请愿团一听，“马上派了一队学
生军带上童子军棍，准备把这些校
长和训育主任抓起来。这些人住在
下关的旅馆里，他们得了信，没等学
生军赶到就溜走了。学生军赶到下
关旅馆的时候，这些校长和训育主
任早已逃到浦口去了。”(耿玉衡：

《忆南下请愿》)

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也来到南
京动员学生，说在南京有性命危险，
谁愿意回去，他给钱。请愿团决定把
他抓起来扣押一天。

就在他第二次来到中山大学的
时候，学生们立即行动。徐伯璞一看
不好，拔腿就跑。后来，他收拾行李
回了济南。

12月12日

12日上午11时，他们列队来到
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接
见。院子很大，两旁有厢房。正谊中
学学生柴保中看到，“从厢房的窗子
伸出许多枪口，里面埋伏着军警。”

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祖出面敷
衍：“主席很忙，有什么问题由我代
主席回答。”学生们不干。

下午 1 时，蒋介石被迫出面接
见。请愿团提出迅速出兵东北、放弃
妥协外交等 10 项要求。质问他为何
采取不抵抗主义，放弃东北三省？要
求出兵抗日收复东北。

蒋介石说，目前内忧外患，政府
有困难，对外宣战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要有一个准备的过程。一切准

备就绪，马上就对日宣战。政府正在
诉请国际联盟来解决东北问题。

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生孟锦善
反问：“请问，国联是什么组织？”不
待蒋回答，同学们群起呼应：“是帝
国主义联盟！”

随即大院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
掌声和口号声。

蒋介石解释说：“国联里也有弱
小民族的联盟，也有帝国主义的联
盟，是一个综合体。”学生又问：“弱
小民族能不能和帝国主义交朋友、
结成联盟？”蒋介石答道：“在某种意
义上，也是能结成朋友的。”

学生们七嘴八舌讨论起来，有
的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算是什
么朋友？”有的说：“和帝国主义做朋
友就是认贼作父，引狼入室。”

蒋介石非常生气：“我是国家元
首，你们对我不尊重，也是对国家的
不尊重；对我的侮辱也就是对国家
的侮辱！”但同学们驳以国家领袖就
是人民公仆，应与人民有同等权利。
弄得蒋介石很难堪，拂袖而去，接见
草草收场。

蒋在这天的日记中称“几受侮
辱”。

12月13日

请愿未获结果。“各省市来京请
愿学生开代表会，决由每省市推代
表五人，在京组织总示威办事处。”
(《申报》十三日专电)

12月14日

14日，济南学生把“请愿团”的
袖标变成了“示威团”。他们的袖标
印制非常巧妙，一面印有“请愿团”，
一面印有“示威团”。

这天，济南学生和北平学生联
合到外交部游行示威，抗议外交部
长顾维钧执行的秘密外交政策。

当时，顾维钧溜之大吉。
据济南第一中学学生耿玉衡回

忆：“此时外交部已没人办公，只有
少数几个人留守看房。我们先在门
前书写了‘坚决反日抗战’、‘反对卖
国妥协’、‘立即对日宣战’、‘收复东
三省’等许多标语，还捣毁了门前的
几辆汽车。然后我们一拥而进，到办
公室里，砸桌椅、割电线、摔电话，把
外交部砸得七零八落。”(《忆南下请
愿》)

12月15日

15日，南京突然盛传日本代表
正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同国民党政府
进行秘密谈判。学生被激怒了，聚集
到中央党部门前游行示威。

“这里门前戒备森严，警卫军不
许学生进入。学生们不管三七二十
一，缴了门警的武器，冲进大门，把
二门收发室和客厅又砸了个落花流
水。”(耿玉衡：《忆南下请愿》)

这时，蔡元培和京沪卫戍司令

陈铭枢出来接见。当时，蔡元培是特
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专门负责办
理学生请愿事宜。

学生们对二人的讲话不满，发
生了争执。据济南乡师学生姚仲明
回忆：“那次示威活动我去参加
了……确曾将该两人拖出。当学生
有的认出是蔡元培先生时，即将其
放回。学生对他多是尊敬的。据说在
慌乱中蔡先生曾跌了一跤。由于卫
戍部队在后面追击学生队伍，学生
曾对陈铭枢动了手脚，后被卫戍人
员抢去。”(《济南学生南下请愿示威
的若干情况》)蒋介石日记云：“学生
暴横至此，而先辈犹主宽柔，竟使全
国秩序不安。如此无政府放任主义，
何以能完成革命立国之责任也？”

这天，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
席兼行政院长职务。

12月16日

16日，济南、北平、安徽、上海、
南京、苏州、太仓等地学生决定“十
七十八午前十时举行联合总示威”。
(《申报》十六日专电)

12月17日

17日，按预定计划，示威队伍先
去国民党中央总部。党部大门紧闭，
武装军警严加防守，双方发生冲突。

示威学生砸了中央党部的警卫
室、传达室和窗玻璃，还砸了大门上
的国民党党徽。然后，有的去国民政
府，大队去中央日报社。对该报的歪
曲报道提出严重抗议，与前来弹压
的军警发生冲突。

育英中学董一博说：“当时我扛
着一面大旗，头上挨了几棍子，被打
昏在地。”学生死亡1人，重伤30余
人，是为“珍珠桥惨案”。平、津学生
到济南学生请愿团驻地求援，济南
学生拿起棍棒等奔赴珍珠桥。这次
冲突，军警共拘捕学生 63 人。

蒋介石日记云：“无法已极，若
再不制裁，诚欲败坏学风，无可纠
(救)药，灭亡种族，近在眉睫矣！”

12月18日

18 日晨，大批军警包围了学生
住所，迫令他们迅速离开南京。

济南第一中学学生张承先说：
“当时我们坐在宿舍的地上不出来，
两个大兵就架着一个学生硬拖出
来，押上火车。”

12月20日

20 日上午，他们返回济南。为以
防万一，早在四天前(16 日)，山东省
政府主席韩复榘就令全省中等以上
学校提前放寒假，要求济南所有旅
馆、客栈不准收留学生住宿。

但返济学生仍受到各校留校学
生、教职员工和工会代表的欢迎。

一个月后，“一·二八”淞沪抗战
爆发。

读史

□张栋

李广难为汉室封，
冯唐欲用已龙钟。
人才也似长江水，
一过吴淞不起峰。
于仁伯点评：这首题为

“读史”的七言绝句，一吟便
知，作者读的是西汉史。由于
文帝时用人不当，没有及时
起用名将李广、冯唐而影响
人才作用的发挥。作者以古
喻今，用意双关，如长江之奔
流，清风之振叶。

李广，西汉名将，猿臂善
射。文帝时，抗击匈奴七十余
战，以勇猛善战著称，匈奴称
其为“飞将军”，数年不敢犯
界。公元前119年，随大将军
卫青攻匈奴，以失道被责而
自杀，甚是可惜。这就是首句
为什么说“李广难为汉室封”
了。承句说的是冯唐。文帝
时，冯唐常当众批评文帝不
善于用人，并以云中太守魏
尚有功而被免职为例，指出
文帝有“赏太轻，罚太重”之
失。文帝感悟，复魏尚职，景
帝时还任魏尚为楚相。而冯
唐本人，在武帝召求贤良之
士时，已年逾九十不能为官
了。第三四句，作者仰天感慨
道，人才也似长江水，一过吴
淞，水面平坦开阔，不会再有
高峰出现了，明白如白话，寓
意却深刻。

全诗从感念用人须知人
善任出发，以史鉴今，借景抒
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
救世无术；艺术形象地期望
用人部门研究人才成长的最
佳期，尽早起用人才的心情。

□李广林

神九接天宫，
嫦娥倍动容。
欢娱嗟有日，
别恨叹无穷。
旅梦千秋异，
乡愁万古同。
相逢明月夜，
泪洒醉长空。
点评：“神九”与“天宫”

对接成功，是我国载人航天
事业发展史上又一重要里程
碑。喜讯传来，国人无不欢欣
鼓舞，作者更是感慨万分，以
致夜不能寐，写下了这首感
人至深的诗篇。作者诗学功
底扎实，驾驭文字的能力较
强，从诗中就可以得到见证。
这首五律诗格律严谨，张弛
有度，主题鲜明，感情充沛，
是一首难得的好诗。此诗首
联直奔主题，不拖泥带水；颔
联承接连贯，进一步深化了
主题；颈联转折巧妙，又进一
步拓展了主题；尾联抒情淋
漓尽致，又画龙点睛。
(本期点评：于仁伯，中华诗词
学会常务理事、山东诗词学
会副会长、《历山诗刊》主编)

神九对接

天宫感赋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济南 14 所学校大联合

2500 名济南学生南京请愿记

▲蒋介石非常生气：
“我是国家元首，你们对
我不尊重，也是对国家
的不尊重；对我的侮辱
也就是对国家的侮辱！”

但同学们驳以国家
领袖就是人民公仆，应
与人民有同等权利。弄
得蒋介石很难堪，拂袖
而去，接见草草收场。

1931年12月9日《申报》
报道：“济南学生入京。在站
鹄守三昼夜。乘车三十辆出
发。何思源引咎辞职。”

1931年12月15日《申报》
报道：“济南学生到外交部示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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