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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铮铮乔有看沧桑

一、寒霜单打 “独根苗”
１８９８ 年，山东诸城久旱无雨 ，农村几乎颗粒无收。 靠租种田地

糊口的佃户们只能用野菜、树叶充饥。 不少人饿死，不少人远走他

乡⋯⋯老百姓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６ 月 １４ 日黎明，天刚微微亮，一个婴儿在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

村 （时属莒县）一户佃农的茅草房里呱呱坠地。
他 ，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

缔造者和最早的领导者———王尽美。

大北杏村坐落在诸城市西南边境与莒县、五莲县交界处。 村子

位于平原与山地的连接处，村北是坦荡如砥、一望无际的昌潍平原；
村南是雄奇壮丽、绵延起伏的沂山山脉；水流湍急的潍河绕村而过；
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乔有山终年沉默地守在村前。

１９ 世纪末的大北杏村，四周有高大的围墙，村内有前后左右 ４
条大街呈“井” 字形分布，人们称之为“棋盘街”。 全村 ３００ 多户人

家，除 １０ 余户地主外， 其余都是佃户。 地主老财有权有势，深宅大

院雕梁画栋，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而佃户住的却是茅棚

土屋甚至山窟破窑，过着累死累活、牛马不如的日子。
王尽美的祖籍并不是大北杏村。 他的祖父母那一代为谋生投

奔亲友来到这里，给村中地主“见山堂”家当了佃户。后来 ，“见山

堂” 分家，因王尽美家租种的土地分给了新分出来的“冠山堂”，所

以他家又成了“冠山堂”家的佃户。

在 “冠山堂”家对面的小胡同里 ，有一个大门朝南的小院。这本
是地主家做仓库和养牲口的地方，因为王尽美家没有房屋， 便只能

住在这个院子的东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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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故居

王尽美的祖父王兴业早逝，父亲这一辈本有 ４ 个兄长，但都在

困难生活中夭折了。 父亲是老生子，穷得没有名字，人称“王五”。

父亲在结婚后第二年 ，也就是王尽美出生前 ４ 个月，因贫病交加离

开了人世。

王尽美的出生给这个正陷入极度痛苦的家庭带来了一点欣喜

和宽慰，这个三代单传、香火濒断家族的血脉又得以延续了。祖母

和母亲暂时忘掉了刚刚失去亲人的悲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王尽

美的身上。 两个寡妇和一个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相依为命。

王尽美自家没有土地，不得不租种了地主家的几亩薄田。 在地

主沉重的盘剥之下，祖母和母亲虽起早贪黑地劳作，却经常填不饱

肚子。 除了干农活外，祖母还要到地主家低三下四地当佣人；母亲

则还需披星戴月地纺线织布， 逢年过节到地主家帮厨，少则三五天，

多则半月 ２０ 天，甚至 １ 个月。 全家人靠着一点点微薄的收入勉强

糊口，艰难度日。

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寒霜单打‘独根苗’”呀！

生活虽苦 ，但祖母和母亲从心里舍不得让小尽美受半点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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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尽美在她们的精心呵护下，逐渐长大。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童年的乐趣，王尽美幼年时最大的乐趣就是

听母亲讲故事。 母亲刘氏出身贫苦，为人纯朴善良，记忆力强，口才
也好，能讲许多有趣的故事。 每当夜深人静时，她在油灯下一边熟
练地纺着棉花，一边给儿子讲故事 。 伴着纺车嗡嗡的响声，王尽美

在故事的王国里尽情地遨游。 当听到悲伤处，小尽美会流出同情的

眼泪； 当听到开心处，小尽美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母亲肚子里到
底装着多少故事呢？每当小尽美天真地问母亲时 ，母亲总是开玩笑

地说：“ 一肚子，两肋巴，脖子后还有一背褡。”这些故事中，有的是民

间传说，有的是绿林好汉的演义，还有的是当地的真人真事。其中
王尽美最爱听的便是义和团反洋教的故事。 因为 １８９９ 年母亲在外

祖母家亲眼见过一起烧毁教堂、赶走洋教士的反洋教斗争事件，所

以讲起来绘声绘色，王尽美听起来也格外入神。 栩栩如生的故事激

起了他对义和团壮举的钦佩和对洋鬼子的仇恨。 小尽美幼小的心

灵在母亲众多故事的熏陶下，逐渐萌发出伸张正义、铲除邪恶的思
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尽美听故事的欲望越来越强，母亲的故事

已不能满足他了，于是他就到村里的老人们那里去听。夏天的大树

下 、冬天向阳的墙根旁、看场屋甚至瓜棚里，这些老人们常去聊天的

地方，往往都是丰富的故事园地，小尽美一有空闲就往这些地方钻，
听他们谈天说地，听他们说一些奇闻趣事。 王尽美另一处听故事的
地方是枳沟镇。 每逢随母亲去镇上赶集卖线，小尽美都要去书场。

说书的老者总会在那里敲着鼓板，说唱一些枟响马传枠、枟杨家将枠、

枟说岳枠、枟水浒枠等故事。 母亲赶完集催他回家时，小尽美总是恋恋

不舍地离开那里。说书人讲的那些英雄好汉的故事 ，深深地感染着

他，即便在回家的路上小尽美还是在不停地跟母亲念叨着。

聪慧的小尽美是故事的精确传播者。 不管什么故事， 他听一遍

就能生动地复述出来。 他常常把听来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让他
们也分享乐趣。 时间一长，王尽美的语言表达能力无意中得到了很
好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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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倔强的陪读生
苦难的童年，艰苦的磨炼，使王尽美从小形成了一种倔强的性

格。

五六岁的王尽美，因营养不良，瘦得可怜。 祖母看在眼里，疼在
心上。有时候去地主家上工前 ，她就悄悄地叮嘱小尽美 ：“饿了就去

找我，见了东家，亲热地叫声老爷 、太太 ，他们会给你好吃的。”可是，
小尽美总是让祖母失望 ，他坚决不到地主家去乞求施舍。

小尽美渐渐长大，他非常渴望读书。 祖母和母亲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他身上，殷切期望他长大后能有所作为来改变家境 ，可是那
个时代，穷人家的孩子哪里有读书的机会呀？ 在众多孩童学会放

牛、割草等活计的同时，王尽美的这种愿望在无奈之中变成了一种

默默的期待。

１９０５年 ，一个难得的机会意外地出现在王尽美面前。

“见山堂”地主王介人为培养自己的后代，请了个老先生为其 ８

岁的儿子祥儿设塾启蒙。 因为祥儿一生下来就养尊处优，由父母宠

着，丫环伺候着，进了私塾后无法适应环境，所以想找一个年龄相当
的孩子当陪读。 王尽美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托人去地主家说

情，并带着儿子登门相求。 地主王介人见王尽美聪明伶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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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曾听说他出生时红光满屋，便给他起了个学名叫“王瑞俊”，字

灼斋。

“见山堂”的学馆是一间大厅房，内有一板壁隔出一个小间，是

塾师的临时卧室。 学馆冲大门的地方安着一张八仙桌，桌上立着孔
子牌位，放着文房四宝，摆着戒尺和塾师讲授用的课本———枟三字

经枠、枟百家姓 枠、枟千字文 枠、枟日用杂字枠 等。 每天学馆开门后， 小尽

美陪着祥儿走进来，先向先生问安，再朝孔子牌位行礼，然后坐下，

一天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

在偌大一个大北杏村，佃户的孩子很多，但没有一个能上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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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机会当陪读的也只有王尽美一个。 祖母和母亲反复叮咛，要

他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读书机会，好好读书，不要虚度时光。 小

尽美知道自己的读书机会来之不易， 便加倍努力，发愤学习。先生
讲书时他认真听，教写字时他刻苦练，念书时他集中精力，晚上回家
后还总要再读写一阵才上炕睡觉。 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业上进步很

快，无论背书还是写字， 成绩都比长他一岁的地主少爷优异。

王尽美在私塾用的课本

王尽美习字用的法帖

　　有一天，地主家从莒县来了一位贵客。 客人见王尽美举止大
方、不卑不亢，暗暗称奇，便拿枟三字经枠考问，王尽美对答如流，这使
他心里对王尽美更有了好感。 待客人知道了王尽美的身份后，感慨
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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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问起祥儿的功课，塾师也说了些赞扬的话。 客人又
叫祥儿拿大仿本来看，祥儿觉得自己写得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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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王介人虽
然表面上说些谦恭的话，内心却暗自高兴。 客人走后，塾师先生私
下把实情告诉了王介人，王介人听后大发雷霆，把祥儿狠狠地训斥
了一顿，并抱怨塾师把精力用在陪读身上，颠倒了主次。 塾师深知
其中的缘由，却有口难辩。
王介人便将满肚子的怒气撒到了王尽美的身上。 第二天，他就

吩咐管家，要小尽美每天为他家捉虫喂鸟、提水浇花、干杂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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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情王尽美，但敢怒而不敢言。 小尽美为了保住学习机会，只

好默默地干活，挤出时间来读书写字。 晚上回家后，他就借着月光

或点着蓖麻籽串学习。

苦一点累一点不要紧，最使王尽美难以忍受的是代祥儿受责。

祥儿贪玩，经常旷课，字又写得潦草，书也背不上来。 王介人不是教
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训斥小尽美，迁怒于他。 倔强的小尽美哪曾受

过这样的屈辱？ 他几次回家向祖母、母亲诉苦。 但是，祖母、母亲又
有什么办法呢？ 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她们只有流着泪劝小尽美暂

时忍受这种痛苦。 王尽美也理解这种无奈，只好强忍住内心的苦

涩，继续陪读。
“见山堂”设塾不到 １ 年，祥儿就因得急性病死去。 接着塾师走

了，学馆关了，小尽美也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不久，本村又有一家请了家庭塾师教儿子读书。 地主家知道王

尽美学习好，就想找他陪读。 母亲知道小尽美陪读的辛酸，有些犹

豫。 小尽美也因屡受侮辱，不愿再陪读。 后来在热心邻居的劝说

下，母亲又含泪把小尽美送去当了陪读。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陪读不到半年，这家地主家儿子又暴病身
亡。于是地主家辞掉了王尽美 。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王尽美失学在

家，协助母亲从事辅助性劳动，以其嫩弱的肩膀分担起家庭生活的
重担。
两个地主少爷的死亡，给封建迷信的人造成了口实。 他们不反

思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反而诬蔑王尽美“命毒”，说什么出生
前就“克”死父亲，又接连“克”死了地主家的小主人；说王尽美是

“克星”，谁跟他在一起就会遭到厄运，倒霉蹙寿。 这种莫须有的罪

名，对王尽美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与伤害，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

的心灵，他发誓再也不到地主家当陪读了。

三、砥砺学行
８ 岁的王尽美，起五更，睡半夜，搂草拾柴，干农活，很早便开始

品尝了人间的辛苦。

后来，王尽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可怜那些贫民的孩子，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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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七八岁的时候，就要帮助他父兄去地里操起沉重的工作， 日未出

即下坡，夜深方回家，终年勤勤恳恳，不敢偷一点闲暇，结果凭血汗

所得到的食物、衣料，还要让强有力者尽量掠夺了去，什么赋税、租

粒⋯⋯割肉敲骨，卒至自己还不免冻饿———死亡。”这既是王尽美对

童年时周围生活的反映，也是对自己生活的写照。 一家人辛辛苦苦
劳作一年，而秋收后却把一袋袋粮食送到了地主家，自己所剩无几 ，

终年过着吃糠咽菜的生活。 年关将至，王尽美的母亲就被地主招到
家中帮工。 她为地主家做年饭、缝新衣，一直忙到除夕深夜。 当地

主家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时，王尽美的母亲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

回到家中。 回到家中的她，望着一老一小，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常为
无法过年而暗暗垂泪。

生活的困苦压抑不住内心的渴望。 陪读生涯虽苦涩，但或多或

少地使王尽美的心灵得到了启蒙。 形式上的求学路断绝了，但强烈

的求知欲却促使他去开辟新的渠道，以获取知识的甘霖。

每逢春节或是村里有人举行婚礼时，不论是有钱门第还是穷苦

人家 ，都要贴对联表示庆贺。 这些对联引起了王尽美的极大兴趣，

也成了他学习的教材。 他几乎把全村所有人家的对联都抄了下来，
遇到不懂的字句就向别人求教，直到弄明白为止。 每逢跟母亲赶

集，他也留心商家店铺的对联，回家后凭记忆写出来琢磨。 当时那
些对联的内容有雅有俗，虽大多是封建宣传品和生意经，却帮助王
尽美认识了许多字，学到了一定的文化。

这一时期，真正使王尽美开阔视野的地方要算大北杏村村后那
个小酒馆了。 大北杏村紧靠公路，过往客商很多，所以有心计的人

家便利用这种优势开了这家小酒馆。 此刻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以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革命风暴。 诸城城里

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了同盟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 到
这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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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党人。 这里成了信息交流的中心，也成了传播新思想的园地。

常常有人在这里讲评时局，大骂清朝政府，发泄胸中的郁闷。 甚至

还有喝醉酒的，酒后吐真言，说出些惊天动地造反的话。 正是在这

里，王尽美听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事，受到了政治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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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的不公，使少年王尽美感到迷惑不解：同样是人，为什么有

的人不劳而获，有的人坐享其成？ 为什么有的人吃山珍海味，穿绫

罗绸缎， 有的人却终年辛苦，不得温饱？ 为什么地主的孩子能上学，

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 他常常问母亲。 母亲总是含着泪水回答说：

“这是穷人的命苦啊！”可是，渐渐懂事的王尽美已不再满意这样的
答案。

“‘命’不好，不能换一换吗？”又一次，他问母亲。
“换命？ 命是前世注定的，怎么能换得了？”母亲一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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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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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警告他别再到酒馆里去，免得惹出乱子来。 但是，母亲的

劝阻并没有奏效，没过几天，王尽美又偷偷跑到酒馆去了。

其实，母亲何尝不想改变一下悲惨的命运呢？ 可她又有什么办

法呢？ 母亲望着比同龄人早熟的儿子，心中默默地祈祷着，希望儿

子长大后能够改变自己贫苦的命运。
１９１０ 年春，大北杏村办起了村塾。 村塾允许穷人家的孩子读

书，全村五六十个孩子共同负担学费，所以每家分摊的学费很低。
这样，王尽美在失学 ３ 年之后，又有幸获得了学习的机会。 起初，有
人反对王尽美入塾，理由是他曾“ 克”死过地主家的少爷，茫然的愚

昧引发了他们过多的担心。 但是，塾师张玉生不信这种邪说，他知
道王尽美聪明好学，如果到村塾里来，对其他孩子能起到良好的带

动作用，所以执意要收他。 最后，王尽美如愿以偿地上了学，且在村

塾里出类拔萃，深得张玉生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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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学的课程
都是当天背熟，还能默写出来，从来不差一个字。 他还不在于会背

会写，更注重弄懂意思。”

王尽美在本村读书的几年，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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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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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２ 月 ２ 日，国民革命军攻克诸城，赶走了知县吴勋。 ３ 日，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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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活动的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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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们在大街上宣传演讲，口号声撼天震地。

王尽美这次见到了从未见到的场面，大开了眼界，情绪受到了
极大的感染。 他看到酒馆里那些人的预言真的实现了，于是精神异

常兴奋，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情不自禁地当即剪掉了发辫，表示与清

廷势不两立。 王尽美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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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动深感困惑，

有的甚至为他捏着一把汗。 但是，没过几天，清王朝完蛋了，人们这

才不再担心，而对王尽美更加崇敬了。

１９１２ 年，山东各县推行新学，并派人到各地查封、改良私塾，开

办新式学校。 就在这一年，大北杏村成立了初级小学，王尽美转入

该校四年级学习。 他因为品学兼优，知识面广，思想敏锐，在学生中

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被学校指定为大学长，并免除了学费。 １９１３
年，王尽美初级小学毕业，升入枳沟镇高级小学读书。

枳沟镇距大北杏村 １２ 里，距诸城县城 ４０ 里，因村内有沟、沟边
多枳而得名。
在枳沟镇高级小学，王尽美是唯一的免费生，并继续任大学长。

在所有的学生中 ，他是离家最远的走读生。 不管是数九寒冬，还是
酷暑盛夏，每天早晨他都早早到校，日落黄昏才匆匆离校。 中午时，

他边看书边吃着从家中带来的地瓜干、咸菜头，渴了就喝点凉水，不

舍得浪费一点时间。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王朝的终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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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们禁锢僵化

的头脑开始松动，思想界的沉寂开始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新思潮

新观念的空前活跃。 王尽美学习的知识多了，眼界开阔了，对周围

的环境有了新的觉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在枳沟高小

聚集着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谈论时事，其中以给王尽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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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王新甫老师最激进。 王老师毕业于济南政法学堂，在省城接受

过一些新思想，倾向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常在课堂上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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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把自己崇敬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和陈天华的事迹及他

们的著作枟革命军枠、枟警世钟枠的一些章节讲给同学们听，讲到激动
处，往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王尽美常常听得心潮澎湃、热泪盈

眶。 同时，王老师还推荐和介绍当时流行的其他书刊如枟天演论枠、
枟民报枠等让学生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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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 王老师那里的书刊读完了，他就
四处借阅。 当时的书刊是通过各种渠道公开或秘密传到诸城的，大

都在私人手中。 王尽美为了借阅书刊，经常跑 ４０ 里路到诸城县立

高小，该校校长办公室里有两份报纸，一份是北京的枟晨报枠，另一份

是上海的枟申报枠，当天的报纸 ４ 天后就能到诸城。 有时，王尽美还

跑 ８０ 里路到相州王翔千那里。 王翔千毕业于北京译学馆，是一位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那里有许多进步报刊和图书。 通过借书读

书，王尽美汲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同时也更多地接触了当时进步
的民主人士和革命党人，有了更多的良师益友。

进步书刊的哺育，革命党人的影响，革命思想的启蒙，使少年王
尽美懂得的道理比身边的同龄人多，看问题也比身边的同龄人深
远。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连年混战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中
国将向何处去？ 出路在哪里？”

一天，在枳沟小学办公室里，一场激烈的辩论正在进行。

有人主张君主立宪，批评孙中山和革命党，说什么“革命必生内

乱，必招瓜分”，“平均地权有利于乞丐、流氓”。
有人主张暗杀，还拿出自制的炸弹举在手中高喊：“出路就在这

里！”说什么杀了袁世凯，就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

在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的时候，王尽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陈

述了自己的见解。 他首先满腔热忱地赞扬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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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又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的暗杀盲动，认为杀死一个袁世凯，还会有

另一个袁世凯，所以暗杀不是根本办法。 最后，他指出：在中国还有

比炸弹更厉害的武器，那就是劳苦大众。 如果唤起他们，依靠他们，
就能战胜本国的反动势力和外国列强。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还
举了太平天国攻陷南京、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和 １８９３ 年诸城小刀

会起义的例子。 他旁征博引，以雄辩的口才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

称赞。
这一年，王尽美年仅 １６ 岁。

王尽美送给表姐的被面

王尽美的姑姑家就在镇上，

每逢雨雪天，姑家表兄就留他在
家中住宿。 王尽美知道姑姑家

生活清贫，住在姑姑家从不添麻

烦，而是尽力帮助干些农活。 姑

姑家有一个表姐，比王尽美大 １

岁，很小的时候曾在王尽美家住
过几年，给王尽美做伴。 两人感

情深厚，好像一母同胞。 因受封

建礼教的束缚，表姐不能上学读书。 每当在姑姑家过夜，王尽美就

教她识字、写字，还把一些外边的新鲜事讲给她听，使这个普通的农

家女子学习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明白了许多道理，到后来竟然能

读佛文，看枟西游记枠一类的小说了。 她出嫁时，王尽美送给她一床

被面，还特意送上他读过的枟左传枠，让她自学。 后来，王尽美从苏俄

回来后，兴奋地给她介绍过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盛

况，还把朋友送他的一床毛毯和一个铝制饭盒赠给了她。 这些东

西，她一直珍藏着，甚至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虽几经转移，但始终完

好无损。

读书期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每年麦、秋假时，王尽美除了

做自家农活外，还去给人家打短工补贴家用。

王尽美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坚持读完了小学。 当时学校教授的

教材虽然难免有些糟粕，但凭借这些书，他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写得

一手漂亮文章。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国民政府编纂的枟重修莒志枠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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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美的刻苦好学和超人才智有一段专门记载，说他“自幼砥砺学行，

四书没读完，就能作议论”。 可见王尽美的勤奋好学当时是驰誉全

县的。

四、初露锋芒
高小毕业后，王尽美再一次失学，在家参加了两年多的农业劳

动。
１９１５ 年，按照当时农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风俗，他同贤

惠、勤劳的李氏结了婚。

王尽美是家里唯一的男性。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他是一
家之主，是顶梁柱和靠山，整个家庭以及祖母、母亲和妻子的命运全

系于他一人之身。 因此，跟其他同龄人相比，他的负担更为沉重。

两年里，王尽美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和处理家务，更广泛地体味

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更深刻地阅历了人世间的不平等。 这时他的

感受是更具体、更实在的，他看到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

和压迫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实：他们用地租、高利贷和名目繁多

的额外剥削敲骨吸髓，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他们勾结贪官污吏、土
匪兵痞作威作福，欺压穷人；他们把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建立在劳

苦大众的骸骨之上，而广大劳动人民却当牛作马，啼饥号寒，饱受痛
苦生活的煎熬。
在枯燥的农业劳动之余，王尽美同许多农民一样，喜欢摆弄乐

器和演戏。 那时的大北杏村有个戏班子，王尽美常到那里去玩。 王
尽美很有文艺天赋，在那里他学会了拉二胡、吹唢呐、弹三弦等。 每

年农事一完，他就与父老乡亲一起演出一些传统剧目，以调剂枯燥

寂寞的生活。 有时他也打打锣、敲敲梆子。 无论是演戏还是伴奏，

他都很娴熟。 在舞台上，王尽美身穿黑棉袄，腰系扎腰带，头戴旧毡
帽，尽情演奏的场景被村里的人们记在心中。 王尽美可谓多才多

艺。

繁忙的农业劳动、沉重的负担、困苦的生活并没有扼杀王尽美

追求进步的思想。 他千方百计地搜寻书刊，思想的触角逐渐触到了

社会的本质，从而加深了对旧制度的憎恨，产生了对光明未来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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