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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蹉跎岁月少年梦
（１９１５—１９３２）

我要努力学习和修养，致力人格的培植，关心行为的训练。

我唯恐一分钟的荒废，而辜负了宝贵的青春；唯恐知识不如别

人广博深细，在时代面前不能奋勇前进。

———周浩然

一、“太平”到来不太平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以垄

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 各帝国政府为了获取最大的垄断利益，

积极推行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在世界各地以武力争夺殖民地。 这

导致了占据世界绝大部分殖民地的老牌殖民帝国英、俄、法和拥有

殖民地相对较少的新兴帝国德、日、美之间的矛盾，新兴的帝国主义

国家强烈要求瓜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早在 １８８２ 年 ５ 月，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就在维也纳签订同

盟条约，形成了侵略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同盟国。

１８９２—１９０７ 年，老牌殖民帝国俄、法、英 ３ 国先后签订协约，形

成了与同盟国相对立的协约国。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加速了双方

扩军备战和争夺战略要地的步伐。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

的经济危机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国政府纷纷扩军备战、

寻找同盟，企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发生的巴尔干战争使欧洲大国关系失去了平衡，

各帝国之间钩心斗角，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见端倪。 德国总参谋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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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曾经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于我们，战争越快越好。”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

窝开枪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射杀，德奥同盟有了向协约国寻

衅的借口。

１ 个月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８ 月，德、英、俄、法参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交战的一方为同盟国的德国和奥匈帝

国以及支持它们的土耳其、保加利亚；另一方为协约国的英国、法国
和俄国以及支持它们的塞尔维亚、比利时和日本等国。

日本以 １９０２ 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为借口，于 １９１４ 年对德宣战，

并迅速占领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 原属同盟国的意大利
考虑到利害关系，１９１５ 年加入协约国一方，中国等国也相继投入战

争。

这是一段裹着战争硝烟的日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即墨一户周姓普通人家迎来了一个

可喜可贺的日子：

公元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

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走进即墨县一个叫瓦戈庄的村落

里。

他推开院门，走进一户人家，早就有人迎在那里。
“孚先，快点，快去看看，你添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位名叫孚先的年轻人急步走进屋里，一下子抱起刚刚呱呱坠

地的男婴，激动地说着“好、好⋯⋯”，在男婴稚润的脸上使劲地吻了
一下。

这个年轻人就是青岛颇有名望的律师周孚先。

这是他与妻子张氏婚后的第一个孩子。

即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５６７ 年，周朝的诸侯国之一齐国灭掉古老

的莱国，在莱国的中心墨水河边建立了军事重镇即墨。 即墨土地广

袤，地理位置优越，渔猎资源丰富。 公元 ５９６ 年（隋开皇十六年）动

迁至今址，史书形容即墨“其地三面环海，右伏马鞍，北住凌峰，二崂

拱其南，天柱维其东，形胜为东方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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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墨这样一个古老的县城里，周氏家族同样是一个很大的家

族。

明清时期，即墨就有“周、黄、蓝、杨、郭”５ 大姓之说。

周是当时即墨的第一大姓氏。

在明朝，即墨就出了个“国子监祭酒”周如砥。 这是一个很不简
单的人。 被誉为“如砥文章甲天下”的六世祖周如砥，一直是周氏家

族的骄傲。
就周氏家族而言，现在在青岛即墨也是很有名气。

周浩然的父亲周助业（１８９０—１９４７），字孚先，山东法政高等专

门学校毕业后，留济南从事律师职业，参加了山东法律公会。 １９２２
年，周孚先被派回青岛参与收复青岛的工作，尔后出任青岛律师公

会会长。

当时，民间关于周孚先的传闻很多，他的口碑很好。 有一篇文

章这样写道：“⋯⋯周孚先，为人正直，不畏强暴，博学多才，名重当

时，论断是非，一丝不苟。”

的确，周孚先法学知识渊博，能言善辩，主持公道，仗义执言。

在济南、青岛等地颇有声望，人皆称他为“周大律师”。
周孚先来到青岛后，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又在北京路开

了一家很有影响的律师事务所。 为了这个刚刚开张不久的律师事
务所，他朝出夜归，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但是，他的心里总是惦念着
住在百里之外即墨的妻子和尚未出世的孩子。

昨天夜里，他听说妻子分娩了。 他一下子成了爸爸，甭提有多
么高兴了！

他一夜未眠，第二天起了个绝早，向家里赶。

由青岛到即墨，大约有 ５０ 公里。 到了即墨，还要走上 １５ 公里

的乡间小路，才能到达周孚先的老家瓦戈庄。
这条路给周孚先留下了许多记忆。

有那么几次，他遇上过劫匪。 记得最深刻的有一次，周孚先从

济南回即墨，因为路途遥远，赶到即墨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在那

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最忌讳的是走夜路，因为走夜路的人十

有八九会碰上劫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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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孚先想着想着，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突然，他的脚被一块大石头绊了一下，险些摔倒。 惊魂未定间，

他被一根胳膊粗细的大木棍挡住了去路。 一个人恶狠狠地说：“借
点钱吧，老子过不去了。”他把自己身上带的钱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
给了那个人，双手合抱说：“好说，好说，我都给你，咱们都找条活路

吧。 这个年头，都不好过啊。”

周浩然父亲周助业

他知道在那个年头，劫匪
大都是因生活所迫，要养家糊

口才外出抢劫的，也是处于无

奈。 他十分同情他们，走出几
步，突然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一

件值钱的东西，那就是自己身

上的那件皮大衣。 他急忙把

大衣脱下来，交给打劫的那个

人，说：“这个你也拿去吧，换
点钱用。 以后不要干这些勾

当了，名声不好。”

也许是周孚先的态度好，

也许是劫匪良心发现，那个劫

匪没有拿周孚先的东西，却
问：“大兄弟，干啥事情的？”
周孚先随口回答：“干律

师，养家糊口啊。”

“你是⋯⋯瓦戈庄姓周的？”

“是啊。”周孚先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瓦戈庄的人？”

“周孚先！”那人不由自主地脱口叫出了周孚先的名字，“周孚

先⋯⋯大律师、大律师啊，你是给俺们穷人打官司的，四村八疃，谁

不知道啊！”他说着，马上将大衣交给周孚先，抱歉地说：“这个，我就

不要了，你也是不容易啊，风里来雨里去，穿上它，暖暖身子。”

那个年代，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周孚先触景生情，很是感动。 他觉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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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人。 他对脚下这条熟悉的小路充满感情。

年复一年，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仍然经常独自一人往来在这

条崎岖泥泞的小路上。

儿子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当看到孩子呱呱坠地

时，久已盼望太平盛世的周孚先遂为其起乳名为“太平”。
周孚先和家人是多么盼望有一个安定祥和、太太平平的国家

啊！
周孚先望子成龙，看到日渐长大的儿子，打心眼里高兴。 他盼

望周氏门第再出一个“周如砥”式的人物，光宗耀祖，遂又为他起了

大名“世超”，字“浩然”，期望儿子将来做一个光明正大、浩然正气、
济世救民的“超世”大人物。

这个名字所蕴涵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周浩然自幼天资聪颖，在长辈的呵护和家庭的培养下，４ 岁就能

识很多字，无论是报纸上或楹联上的字，多能读出。

光阴荏苒，转眼间小浩然已经 ６ 岁了。 ６ 岁的小浩然活泼可爱，

因为生活在书香门第，耳濡目染，天性好学，已经能用他那幼稚的童

音背诵冗长的枟千字文枠了。 直到今天，小浩然当年的小伙伴们还可
以记得他的神态和声音：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不久，周孚先就把 ６ 岁的小浩然送进了村里的一所私塾读书。

那时，私塾里读的是“四书”、“五经”。 小浩然天资聪慧，渐渐懂得

了不少“洒扫应对之节，爱亲敬长之道”。 私塾先生格外器重小浩

然，夸他“书文皆优”。

在那段时间里，小浩然不仅熟读了枟三字经枠、枟百家姓枠、枟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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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枠等传统书籍，而且还了解了“负荆挂角”、“悬梁刺股”、“凿壁偷

光”等中华民族经典故事，并以这些故事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

由于职业的关系，周孚先不能经常回即墨，更不能经常与小浩

然朝夕相处。 于是，他想将小浩然带在身边更为放心。 不久，小浩

然便被父亲接到青岛，插班在北平路小学高年级读书。
这是周浩然生活的一个大转变。

小浩然原来一直生活在孤陋、闭塞、拘束的乡村里，习惯于乡村
的生活和思维习惯。 现在突然踏进青岛这座近代化的大都市里，眼

前的一切都变化了，青岛有漂亮的楼房、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五彩

缤纷的街灯和水流般的人群，语言和意识也绝不像从前在乡村中那
般安静、悠闲了。

周浩然一时间不知所措，一脸茫然。

二、新生活的召唤
小浩然清楚地记得，他来到青岛，进入北平路小学读书是 １９２５

年秋。 那一年，他 １０ 岁了。

这一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
年初，１ 月 １８ 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枟二十一

条枠。
５ 月 ９ 日，袁世凯宣布接受枟二十一条枠。 外交总长陆征祥、次

长曹汝霖亲往日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最后通牒概予承认。 是日，

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每年 ５ 月 ９ 日为“国耻纪念日”。 同日，上海各
群众团体四五万人召开国民大会，誓死反对枟二十一条枠。 与此同

时，全国各地均出现抵制日货高潮。

５ 月 １３ 日，汉口爱国青年奋起阻止当地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

祝会”。 全市商店闭门熄灯，停止夜市。 中国商民与日本人发生冲
突，捣毁日本商店。 ５ 月 １８ 日，湖南长沙一青年反对枟二十一条枠，

从天心阁跳楼自杀。

类似事件在各地接连发生。

在这样的形势下，５ 月 ２５ 日袁世凯竟然指令外交总长陆征祥在

卖国条约上签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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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一致将签订枟二十一条枠视为奇耻大辱。 北

京学生首先于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４ 日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 全国各界人

士奋起响应，掀起了爱国运动的高潮。

小浩然刚刚来到青岛的时候，青岛各界人士誓死反对枟二十一

条枠、抵制日货的运动日趋高涨。
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小浩然感到有些茫然。

那些日子，他总是缠着父亲问这问那。
“什么是枟二十一条枠？”小浩然不知问过多少次了。

父亲耐心地讲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并向

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湾，就是咱们的青岛驻军发动进攻，占领
青岛。 在此之前，日军已经占领山东济南。 这时的德军已投降，中

国境内已没有战争。 中国政府要求日军撤出山东，不料日本当局非

但对此置之不理，反而于 １ 月 １８ 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一个灭亡中

国的枟日华条约枠，在历史上称为枟二十一条枠。”

“日本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小浩然不解地追问道。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法、俄、德等列强因欧洲

战争而自顾不睱，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我们亚洲，这为日本提
供了称霸中国的‘天佑良机’。 所以，日本就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

枟二十一条枠。”父亲继续耐心地解释。
就这样，小浩然开始生活在这些巨大的建筑、广阔的道路和众

多的人群之中。 他不时用奇怪和惊异的眼光看着眼前的一切。

城市的一切也为他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他来到青岛的家里，生活在父亲的身边，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父亲对他严加管教，教其诗文、学习书法、撰写日记⋯⋯严谨的

家教使小浩然渐渐地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环境，也为他的成长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在生活方面，他的父亲也有很高的要求。 小浩然生活俭朴、谦

虚谨慎、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尊敬师长，深受师生好评。 放学之后，

做完功课，他就在家中读书。 他家里的藏书有很多。 小浩然学业上

勤奋攻读、励志进取，各门课业成绩优异。 １ 个学期之后，小浩然在

班级里学习成绩优异，各门功课名列榜首，可谓品学兼优，并被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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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长，令师生刮目相看。

周浩然自小生活在一个深明大义的律师家庭之中，从小就开始

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父亲和进步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之下，
他对社会、人生、事业，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观点和看法。
北平路小学地处繁华复杂的都市里，是一所两级公立小学，在

当时的青岛颇有名气，被评为“青岛第一模范小学”。 周孚先将儿子

周浩然送到这儿上学，自然是有他的想法。
这所学校的教员大都是一些进步人士，对周浩然影响较大的是

一位名叫延伯真的老师。

延伯真是邓恩铭、王尽美在青岛发展的早期党员之一。 周浩然
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尤其是他所具备的那种率真和超人的灵性备

受这位老师的喜爱。

青岛平度路 38 号是周浩然
在青岛的旧居。

老师们给学生灌输的进

步思想与周浩然的志向不谋

而合。 他们关心时局，闹学
潮，声援工人罢工的游行示威

活动。 在这些斗争中，周浩然

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经

过与这些进步老师的接触，周

浩然幼小心灵里接受了这些

新的先进的思想启蒙，逐渐学
会了用先进的思想去分析和

看待社会事物。

有一次，北平路小学的学

生们在中山路上游行示威，小

浩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领喊

口号。 队伍在向前行进着，突

然，小浩然看见一个日本青年
走在他的前面。 他立刻灵机

一动，拿着小旗指着那个日本青年，大声喊道：“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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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也跟着大声喊了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那个日本青年吓得掉头就跑，很快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时，小浩然的家就在平度路，离栈桥很近。 他和妹妹周淑真

经常到栈桥玩。 有一天，两艘悬挂着日本国旗的军舰停泊在前海

中，周浩然指着那两艘日本军舰，气愤地说：“妹妹，你看，这是中国
的大海，日本军舰却随便停泊在这里！ 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也是

我们的耻辱。”
他看妹妹不是很懂，就解释说：“这就像是咱的家里住进了坏

蛋。 你想想，你愿意坏蛋住在咱家里吗？”

妹妹听懂了，叫嚷着：“不！ 不让坏蛋住进咱家！”
小浩然接着对妹妹说：“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把日本坏蛋赶

出去！”他说着，随手在海滩捡起了一块大石子，抡起小胳膊，使劲地

向日本军舰甩去⋯⋯

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深深地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小浩然还积极参加并组织了震惊全青岛的北平路小学学潮，学

潮持续了 １０ 多天，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次学潮对于周浩然后来组织青北校友会和抗日民众团体积

累了经验，对他的成长、进步和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为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方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而
知识在那种年龄、那种程度里，从同样年龄程度的乡村中的知识相
比较，可以说是从卑陋里解脱到朗阔，从狭道上跨上了坦途。”周浩

然是这样总结那段生活的。

三、周浩然的“中国电影”
有一天，周浩然向父亲要了点钱，要与妹妹周淑真一起去中华

书局买书。
周浩然经常向父亲要钱买书。 父亲也很高兴地给他钱。 但是，

父亲要求，这些钱唯一的用途就是购买书籍。

当周浩然和妹妹走到中山路上一家日本商铺时，他突然停住了

脚步。 他被橱窗里摆放的一架日本新式放映机所吸引。 他站在那

里，凝视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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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周浩然拉起妹妹就往家里跑。 回家后，他脱去校服，换上

便服，拿起一条面袋子跑回商店，用买书的钱买成了日本放映机，用

面袋子装回家（编者注：怕被人看见购买日货）。

回家后，周浩然把放映机里的放映带抽出来，放在温水里浸泡，

然后把上面的胶膜刮去。
妹妹不解地问：“哥哥，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崭新的胶带一次还

没用，为什么要刮去胶膜呢？”
周浩然耐心地解释说：“胶带上面全是侮辱中国人的画面！ 我

就是要把它们全部刮去。”

妹妹好奇地问：“刮去干吗呀？”
周浩然狡黠地眨眨眼说：“不告诉你。”

妹妹缠着他：“说说嘛，说说⋯⋯”

周浩然神秘地说：“不要急，过几天你就会知道的。”

十几天后，他把客厅的窗户堵起来，在墙上挂了一块大白布当

作银幕，又将方桌放在中间，上面放了一架放映机。 一切准备好后，

周浩然把弟妹们召集起来，又把隔壁“酿春酒家”的伙计们叫过来，

向大家宣布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
他说：“今天，我给你们放映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我自编、自

画、自导、自演的中国自己的电影。”
此时，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这时候，银幕上出现了蓝天和大海，海中停泊着一艘挂着日本

膏药旗的军舰。 在银幕的一角，突然出现了两架中国飞机。 飞机飞
到那艘挂着日本膏药旗的日本军舰上面，投下了一串串炸弹⋯⋯

银幕上的军舰被炸得粉碎。

妹妹淑真大声地欢呼起来：“好啊！ 好！ 日本坏蛋完蛋了！”

大家一齐喊着：“日本鬼，喝凉水，翻了船，沉了底⋯⋯”
孩子们的欢呼惊动了浩然的父母。 他们从外面走了进来，当弄

清发生了的事情的真相，又看了浩然的“电影”后，打心眼里高兴。

父亲周孚先感叹地说：“太平（周浩然的乳名）的心就是大，没

有想不到的。”

那一年，周浩然 １２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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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出困惑
１９２７ 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

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

界交还中国。 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２ 月 １９ 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总罢工。 ２１

日，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
很快，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

这些消息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

就在这一年，周浩然小学毕业后考入中学。
刚进入礼贤中学（今青岛九中），周浩然还觉得有些新鲜。 他在

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为国家多

做些事情。

在最初来到这里的那段时间里，周浩然是在枯燥无味的课堂上

度过的。 那时，他不懂得什么叫生命、什么叫人生的意义。

这所礼贤中学是教会主办的一所中学。

这里的老师大都是笃信宗教的教徒，对于周浩然来说，他们的
教育就像是沉重的枷锁。 在这些思想的禁锢下，周浩然本来已经开

放了的心灵又被禁锢在宗教下面，不断地受着那些腐朽宗教的训

导。
周浩然觉得不能再去听那些“带有毒汁的东西”，麻醉自己的神

经。 他决心走出这样的环境，去寻找一个有利于自己成长的新环
境。

他决定去求助父亲，他相信父亲会理解自己的心情的。

对于这段日子，他的日记里是这样说的：“我毫无生气地混着，

我的人格似乎是堕落了，一切的东西都觉得陷在一个深坑里，毫无
出路地摸索着。 我没有了愉快，没有了精神，不知怎样才算是前进，

也忘记了将来怎样的人格才是我的人格。 虽然仍是一贯地持着英

雄的思想，然而被那些封建陈旧的礼教、褊狭的仁义道德掺进脑子

去，思想被扰乱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简直是个蠢材，为

什么那么傻地一切忘了自己？ 自己唯一的活动便是按时上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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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上课听那些带有毒汁的东西，麻醉自己的神经，下课同那些毫

无生气的同学混在一起，一天天就是这样胡闹地消失，断送了自己

的生命。”

五、 接受新文化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周浩然走进了父亲的办公室，将自己的想

法如实地告诉了父亲。
出乎周浩然的预料，父亲不仅没有指责他，相反还表扬了他。

父亲说：“就是不能在那样的学校里待下去啊！ 那样会把学生
带到哪儿去？ 好吧，我想想办法，换一所好的学校，让你到一所有前

途、有理想的学校去读书。”
不久，周浩然转学到市立中学（今青岛一中）就读。

周浩然曾就读的青岛市立中学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青岛市立中学是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 其前
身就是有着革命传统的胶澳中学。 胶澳中学时期，校内就建立了共

青团支部，由余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任支部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曾在这里做过革命讲演。 改为市
立中学后，这里仍是共产党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在那里，周浩然遇到的第一件事是如何接受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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