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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日志》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张全景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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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步庭黄可华董凤基谢玉堂曾繁仁谭启龙

臧伯平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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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长庆瞿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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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努力学习中国厉如特剐是近代史和现代史。”遵照江总书记的指示，为弗助广大致
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近背惠，、现代史和中冒共产党的厉史，我们组织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 ＼ j

不辞艰辛，历时五年，编写氆《中国现代日志》一书．所肴参与编写这本书的同’志，都希望该 ＼
书能对全国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有所裨益，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深刻理解“没有共产 、

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进一步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

《中国现代日志》是国内第一部大型历史资料工具书。该书编写内容始于1919年5月4

日，止于1949年9月30日。在这段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虽然已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

制，但因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妥协，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操纵和支

持下，彼此割据纷争，使中国陷入极其黑暗的局面。1921年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

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

新三民主义，建立国民政府，进行北阀战争，但因蒋介石叛变革命而遭失败。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完成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凡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人物、社
会等方面的大事均在该书收录范围。该书的编写方针是：坚持唯物主义，贯彻中共中央《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事物的发展过程客观地加以叙述，

不作评论，力求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资料性、学术性相统一，以

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注意吸取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经过研究考证有

所发现和创新。 ，

，《中国现代日志》采取逐日．、逐月、逐年编写，大跨度，多方面地反映中国历史的面貌，是

史学界创造的新成果。该书由王一华、李凤梧任主编，全部书稿经王一华修改、定稿。该书记

事，以公元纪年，以年为单元、以月为单位，以日领起记事，每日分若干条目，每条自成一段。

对一些没有准确日期的事件，则按报道日期收录，并注明报道出处。

张全景同志对该书编写十分重视，他在百忙中审阅编写大纲，多次听取编写工作的汇
报，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自始至终参与指导该书的编写工作。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图书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对该书的编写给予

了资料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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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

1 9 1 9年

1月 ’‘

4日 ，

o上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朝阳

大学、工业专门、警官学校、法政专门、农业专门、汇

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医学专门、税务学校j民国

大学等校学生代表百余人在堂子胡同召开大会．会

议决定本日下午举行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

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并

决定，1．拍电国内外12．唤醒各地国人}3．预备本

月7 El的国民大会，4．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

关。下午1时30分，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

门。学生们手中拿着自旗，旗上写着“诛卖国贼曹汝

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二十一款”、。还我青岛”、

“青岛不复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誓死不承

认军事协定”等标语。特别令人注意的是一幅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

期章悼余孽死有头”。旁书。北京学界泪挽”曹汝

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o下午2时，学生整队由天安门出中华门，开

始爱国示威游行。学生们沿途散发t：ll：京学界全体

宣言》(由许德珩起草——编者)：。现在日本在万国

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

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

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领土破坏，

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

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

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

亡，就在此一举了l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

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I中国的人民可以

杀戮而不可以低头l国亡了，同胞起来呀!”游行队

伍向东交民巷西口使馆区前进，并派代表向各国使

馆递交请伸公道之意见书。但是，租界内巡捕不许

学生队伍通过东交民巷，游行队伍不得不退出，经

过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直指

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下午4时30分。游行队伍

到达曹宅，并破门跃入屋内。当时在曹宅的除曹汝

霖外(曹因及早躲避在储藏室未被学生发现——编

11

者)，还有章宗祥、丁士源(丁，时任陆军部航空司

长，亲E1分子——编者)和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

学生遂痛打章宗祥，并焚曹宅。民国政府警察总监

吴炳湘带军警赶到。下令逮捕散去后剩下的学生32

人。 ，

o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2．5万人发出通电，

吁请本月7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

保危局。”

o留日学生救国团分电南北两政府指出；。山

东青岛与我生死，日使强争中日解决，国命危在旦

夕．乞电专使严拒签字。决裂宁勿屈，生等誓死为后

盾。”同日，留日学生救国团通电全国，呼吁一致力

争山东，。并望各省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办法，电告政

府始终坚持”。

。7 o今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二十号发表只眼

(1lp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指出；。上海的

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

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了。巴黎

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

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

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个分脏会议，与世界永久和

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

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脏会议

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

有好结果。” ，

o晚，民国政府总理钱能训于其私宅召集内阁

紧急会议，筹商对付学生运动办法．与会者群责教

育总长傅增湘“不应不干涉北京大学之新潮，不应

不撤换蔡元培，以致酿成此祸。”京畿警备总司令段

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等

人主张解散北京大学。傅增湘对此表示反对，并称

。古今中外无此办法。”同El，傅向徐世昌提出辞呈。

o下午4时，鲥E京之留学欧美人士开会，决
议；。致电巴黎和会四大国代表，要求对于中国问题

秉公办理”，。致电巴黎中国委员，与中国有不利之

条约切勿签字”．同El，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向英、美、

法抗议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

』”

●

●二

一l一



1919年5月

5日

◎9时，北京各校学生代表集会，议决，1．请各

校长往见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同学}2．由各校联

合致函徐世昌，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3．各校自是日起一律罢课，直至被捕同学释还为

止}4．推举代表往见傅增湘，申述游行罢课理由；5．

通电内外，说明救国主旨，6．致电上海议和会议，请

主持公理l 7．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对青岛问

题死力抗争，万勿签字。

◎北京学生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各界一致联

合，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同日，北京学生致函徐世

昌，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被捕学

生。

◎下午3时，北京14所大专院校校长于北京大

学集议，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问题。大家一致认

为：“此事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之少数学生

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

负责。”会议推举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高师校长陈

宝泉、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余邦正、工业专门学校校

长洪镕、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大学校长

姚憾为代表，负责与民国政府交涉。下午5时，代表

们先到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说：“此次捕人系出

院令，若须释放仍须院令。”代表们到民国政府国务

院和总统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和总统徐世昌皆托辞

不见，结果徒劳而返。

◎10时，天津中等以上各校学生5000人于南

开学校操场集会，筹商营救北京被捕学生办法，决

议：1．去电保释北京被捕学生。2．促民国政府取消

中日不平等条约。3．许召集国民大会。表示t“非达

目的决不休止。”

◎北京政府教育部训令各校校长，声称：查明

本月4日“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各校学生勿再

有所举动，否则亦以开除论处。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成立宣

言称；该会“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

并指出：。一、对外：(甲)力争山东青岛问题以护国

权，务达最后之目的而后已I(乙)各校同时组织学

生护鲁义勇队，于课外施以军事教育，作万一之准

备；(丙)全国一致抵制日货，舍全国商会与日本断

绝通商，请美国不供给原料与日本。二、对内：(甲)

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乙)打消军阀派

势力I(丙)提倡真正民气。”

◎北京总商会就爱国学生被捕事召开紧急会

议，决定：“一、不购日货I二、急救学生I三、以本会

及全国商会名义电欧会力争。”

◎古巴新任驻京公使何锡巴纳向民国政府总

统徐世昌递交国书。

◎驻京公使团领袖、英使朱尔典照会民国政府

外交部，声称：英、美、法、日、俄、巴西、葡、意、荷、比、

丹等国已获协定，严禁军火输入中国，俟中国统一

之政府建立时为止。

◎马克思诞辰101周年纪念日。《晨报》副刊开

辟“马克思研究”专栏。

6日

◎凌晨，孙中山电话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

力子，指出：“《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

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

响应，首先是复旦大学。”清早，邵力子手拿《民国日

报》赶到复旦大学，自己打钟，Ⅱl{上海学联总干事、

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朱仲华紧急集合全校同

学，邵亲自上台宣读当天报上的头条新闻，并说：

“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忱，难道我们上海学生

没有?” ．

，◎上海复虽大学等33所院校致电民国政府，指

出：北京学生本月4日的爱国行动是“迫于义愤，情

有可原”，对“警厅拘捕学生三十余人，欲加死罪，兴

此大狱，众情愤慨”。要求“速将被捕学生释放。”同

日，天津北洋大学致电北京学生，指出：“惩贼有勇，

相表赞同，以后共同进行。”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徐世昌、钱能训，

指出：请对学生“即行释放”，“否则全国暴动，更难

收拾”。同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指出：“欲罪人民

之以武犯禁，必先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

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黩陟，更于学生示

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

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10时，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七次正式会议，

讨论山东问题。决定：即日由双方总代表电巴黎和

会中国代表，告以：“要求退还青岛，实为至当不易

之举”，倘和会“不容纳中国之主张，应请勿予签

字”。同日，南北和议代表唐绍仪、朱启钤将口述决

定电告巴黎中国代表。

◎康有为发出通电，指出：“曹汝霖、章宗祥等

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众久矣。举国愤

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

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

欢呼快心。“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或以

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

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电文说：“自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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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

举始耳。“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之学生，而日

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

o巴黎协约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宣读对德和

约草案．中国代表在会上声明：对德和约中的山东

条款，中国政府不能承认，应保留提请再议之权。

O民国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京公使馆。指

出：日本驻奉天领事兼任关东厅外务长有损中国主

权，对此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徐世昌就本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焚曹

宅、殴章事件，责令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督率所属，

切实防弭”，。倘再有藉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

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

◎民国政府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发出布告：“本

月七日中央公园并无国民外交协会开会之事”，大

家“是日幸勿前往”，并说；“届时由厅饬警在天安门

一带指挥弹压。”’

◎晚，吴炳湘向蔡元培、陈宝泉、余邦正、洪镕、

汤尔和、姚憾提出，在实现下列条件下，可以释放被

捕学生。条件是：1．明日不许学生参加国民大会，2．

明日各校学生要全体上课。如上述二条校长们能担

保办到，则学生即可释放。蔡元培等当即以身家作

保。 t

◎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学生因预定参加7日

国民大会，遂于晚在学校举行国耻纪念会。该校主

任美国人那敦出面干涉，声称：。此校系美人所立，

华人在此无自由权”。。学生不得参加国民大会”．

7日． “

。

@9时，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下令释放本月

4日在北京被捕之学生。同日，北京各校复课。
’

+◎北京各界代表二百余人于国民外交协会开

国民大会．会议决议：。一、宣布取消民国四年五月

七日二十一条}二、胶州、青岛应由德国直接交还中

国I三、胶济及顺济、高徐铁路换文认为无效，四、巴

黎和会如不容我主张，我专使不得签约。”同日。上

述决议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电达巴黎和会中国代

表，并嘱：。照此极力进行，毋负国民委托。”

‘、 @下午1时，上海各界于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

开国民大会，到会逾2万人．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

黄炎培为大会主席。大会决定：1．致电巴黎和会中

国代表，请力争青岛，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2．致

电巴黎和会英、美、法、意四国代表，申述青岛不能

归日本所有之理由，3．致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

会，请一致电京，力争外交问题并营救被捕学生f4．

立即推举代表赴南北议和会议，请两总代表电京，

要求从速严惩卖国贼，释放学生．会后举行游行．晚

8时，国民大会筹备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间未尽

事宜及进行方法：1．推举代表并集合各校学生，分

别面见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要求急电民国政府释放

学生，目的不达即一律罢课12．速拟表明国民大会

意见之宣言，3．组织国民大会事务所为日常办事机

构，一俟该事务所成立，筹备处即行撤销。 、

·o下午3时，北京妇女界代表40余人，于崇文

门大街185号杨玉涛宅集会(该会由北京女子师范

学校学生发起——编者)，议商救国方法．会议决

定：以北京女校全体学生名义致电巴黎和会各国代

表，要求于青岛问题“申公道，抑强权”，致电中国代

表，要求于山东权利。祈力争，勿签字”，致电上海南

北议和会议，请“早成和议，一致对外”，并通电全

国，呼吁全国女界同胞勿甘落后，奋起救国。

．012时，济南各界62个团体三万余人，于省议

会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大会致电徐世昌，指出：徐’
”

“纵容奸邪，坐视蹙国”，。徇情废法”，“是非倒置”，要

求立即“锄奸废约”，释放被捕学生；致电巴黎专使，

切勿“冒昧签字”，致电上海和会，要求“力伸公道，

维持国法，电请政府将曹、章、徐、陆诸犯，明宣罪

状，依法严惩”}致电北京大学，申明鲁省人民“当为

诸君后盾”．、， }

◎晚，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成立。

◎上海杨树浦恒丰纱厂职工于厂门两侧张贴
’ ～

标语t左为“国耻纪念日”}右为“禁止日本人进厂”。

◎江苏无锡店员组织“五七团”。宣称；“组织斯

会，誓尽匹夫之责，求补国事之艰”。该团以演讲及

印发传单进行爱国宣传。 ，

◎下午2时，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三千余人为纪

念国耻日，集队向各国驻日公使呈递公理书，要求

将胶州湾、青岛由德国直接交还中国(原要求中国

代理公使庄碌珂在公使馆开会，庄不允——编者)。 。

日本警察镇压，当场被打伤者有彭湃等29人，逮捕
’

彭湃、谭政等36人．
、

8日
一

．j

。◎孙中山致函陈汉明，表示支持其维护国权的

斗争，。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

◎徐世昌令：京师警察厅将本月4日滋事学生

。送交法庭依法办理”I教育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

呈候核办”。同日，徐世昌令慰留曹汝霖(本月5日曹

提出辞呈——编者)，令称t“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

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致酿事端，驯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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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

怀。“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

毋庸议．”

◎钱能训内阁提出总辞。

◎上海国民大会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各省

议会、南北和会代表，指出拒签和约，取消民国四年

以来中13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广东中华民国策进永久和平会发出通电，要

求民国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并将徐树铮、靳云

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明正典刑，以快人

心，而保国家”。

◎北京学界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指出：“山

东及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存亡，主权所在，务恳力争，

万勿屈辱签字”。

9日

◎5时30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堵不辞丽别，

离京出走。蔡走前留《致北大教职员学生启事一

则》，其文称：“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

止，汽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

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本日

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北京大学学生集会，决议：挽留蔡元培校长，

并致函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万勿允准

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晚8时，该校教职员召开

全体会议，决议：举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

宝忠、徐宝璜、壬星拱、沈士远等赴教育部，要求傅

增湘设法挽留蔡元培。晚10时，北京28所学校学生

代表往见傅增湘，力请留蔡。

◎陈冷血为《申报》撰写题为《国穷而匕首见》

的评论，指出：“欧洲和会之始，所谓公理之战胜也，

所谓密约之废弃也，所谓弱小国之权利也，所谓永

久和平之同盟也，今和会之草约已宣示矣，其结果

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耶?由

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

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

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自奋。”

◎旅沪商帮协会召开会议，决定：1．实行提倡

国货，2．不装日轮}3．不用日钞。并指出：非将青岛

收回及与日本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取消，誓不

中止．

◎苏州各校学生致电民国政府，指出：。宁撤专

使，不签丧失国权之约”，“武人干政，请从此严禁”，

“释学生，惩奸邪，以谢天下”。

1 O日

◎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唐绍仪向北方代表朱启

钤提出：1．“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

不承认。”2．“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

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3．“立即裁撒参战

军、国防军、边防军。”4．“恶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

军、省长。即予撤换。”5．“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

六年六月十三日命令无效。”6．“设政务会议，由和

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

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7．。其他已

经议定及付审查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

以上七项如北方同意履行，则第八项由和会承认徐

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

之日止。”

◎北京学生联合会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指

出：“无论何项条约，如与中国自主权有碍，及违背

南京临时约法与国际公法者，国民全体誓不承认。

宁退出和议，万勿签字。”

◎济南各校学生1．3万人于省议会召开大会，

举代表面见张树元、沈铭昌(张，时任山东督军；沈，

时任山东省长——编者)，提出：。一、速电巴黎专

使，据理力争，勿轻签字I二、惩办曹汝霖、陆宗舆、

章宗祥诸卖国贼；三、电沪会代表让步息争，同御外

侮”，请张、沈将此转电民国政府。代表要求沈“发给

军械，实行兵式体操，预备外交破裂，全体学生愿作

前驱”。

◎吉林省议会及各团体致电徐世昌，要求速惩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早日释放被捕学生，并于

青岛问题“死力与争，勿甘退让”。

◎北京大学全体学生致函民国政府教育部，指

出：生等闻校长出走，“不胜惶恐”，。若令校长得留，

则生等虽去校之日，犹怀补过之恩，否则非惟贻教

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险，且恐激起全国舆情之非难”，

政府“万勿允准辞职。以维校务而平舆情。”同日，北

大学生派代表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提出z1．请总

统特下令挽留，2．派司长赴津劝驾，3．由学生方面

通电上海陈述一切。傅允办前两项；后一项，北大学

生径直给上海各报社和有关团体发出电文。

◎下午5时30分，北京专门以上12所学校教

职员于北京大学召开联合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蔡

元培之去留关系着教育和外交的前途，要求民国政

府“务请挽留”。

o蔡元培致信北大同学。指出；。仆深信诸君，

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

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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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本月五日即提出

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厅，不得不立于校长

之地位者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厅

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

释I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

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

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予发表，无他意

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

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

见谅，以为仆之去职。有不意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

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

’： 1 1日 、’t r一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函民国政

府教育部。指出：。此次学生行动，纯属全体公意。出

自至诚，责无旁贷”，。既属生等全体行动，与各校校

长绝不相关，尤非北京大学校长一人所能代任其

咎。且蔡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长大学，

招致贤哲，成绩斐然”，要求政府“府顺众情，对于北

。京大学校长辞职，勿予批准，并迅下明令，切实慰

留。”． ·一

’

，’。’’．

： 0山东旅京劳动者数万人在彰仪门外旷野集
‘

会，决议致书徐世昌，要求“电饬陆、王诸专使严重

交涉，勿稍让步”。

◎全国报界联合会致电民国政府，要求电巴黎

和会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国权，并顺从民意，严惩曹

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同El，该会召开常委

．’会，决议；。以劝告形式通告全国报界，在山东问题

未圆满解决以前，对于日商广告一律拒登．”

◎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何葆仁为会长。该会

发表宣言，指出：“谨以是日共组学生联合会，联合

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

方法挽救危亡。远近各地请而响应，互通声援，以为

全国学生自动的卫国之永久组合。”!’ 。7r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

．。 ◎晚，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离职出京。 -r

◎张謇致电徐世昌、段祺瑞，责怨二人推行亲

日政策，擅订济顺、高徐两路密约，以致“全国愤恨，

愈演愈激”．电文婉劝徐、段，为民国政府计，为自身

计，速“从根本解决”外交问题，以缓舆情，而平民

愤。 ’‘’t f j 一 ¨，

◎孙宝辉等人在沪发起组织救国十人持久团．

并发出宣言，指出：“同人不得购买仇人货物及不得

使用仇人纸币，同人不得被雇为仇人职员及不得雇

用仇人i同人不得乘装仇人船泊；同人须各尽劝导

亲友共守此志之义务，同人各提所得酌量储蓄，俟

有成数，提存本国银行或殷实本国商号，以作他日

创设国民实业公司之基本。” ，

2日 “

o《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发表只眼(1ip陈独

秀)《对13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

人是谁?》一文，指出：国民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甘

心把本国重大的权利、财产，向El本换军械军费来

杀戮本国人”的北京卖国政府，而不要仅仅局限于

曹、章、陆等几个卖国贼。’
1

o孙中山致函陈汉明，指出：。此次外交急迫。

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得愤慨。

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得诸君共为后

盾，大声疾乎，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并表

示：“对诸君爱国担扰，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乏所及

为诸君后盾。”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

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

图之。”．’：．，j
．。一

‘。

。 ◎下午2时，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

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并往省议会请愿，要求：1．请省

议会电民国政府“顾全民意”12．请提案弹劾卖国官

吏，3．组织浙江省外交后援会。同日，杭州学生联合

会致电巴黎和会美、英、法、意四国首脑，要求“主持

公理，将青岛直接交还中国，一切中日密约作废”。

‘◎济宁学界联合会成立，并决定该会办事太

纲：“一、印刷各种白话传单，使一般国民知El布对

中国之野心”，。二、组织演讲团，演讲青岛交涉失败

之原因”I“三、实行提倡国货，由会内同人担任调查

及劝导”。

◎民国政府邀请参、众两院议员在中南海怀仁

堂召开茶话会，商对德和约签字问题。众议院秘书

长王印川发言说：“在印川个人之意，与其签字而断

送青岛，不如不签字之断送，他日尚可设法，故绝对

主张不能签字。”这次会议政府未拿主意。，-．

．◎民国政府财政部由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

卿出面，与日商朝鲜银行签订借款500万日元合同。

1 3日

，◎南北议和代表在沪举行第八次正式会议，讨

论唐绍仪本月10日向朱启钤所提八条。唐声明此八

条为南方谋求统一之最后让步。北方代表朱启钤表

示：，八条中第五条与“力谋统一之旨背道而驰”，“无

可讨论”，并称“此项不易，他项终无可议”。唐绍仪

当即宣布辞职。南北议和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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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女学界致电徐世昌，要求力争青岛，

必达直接交还目的。

◎晚，北京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联席会

议，讨论挽蔡问题。晚9时，会议通过《评议、教授会

联合会布告》，指出：“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全体。以蔡

校长因学生救国义举致受奸人逼迫而去，其一身之

去留，不犹关系大学前途，实为全国人心民气所系

属。”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全体与京中各校师生“务期

挽回蔡校长而后已。”报告说：。五月十日以来，蔡校

长之踪迹杳然，而政府之挽留之指令未下。是以本

校群愤激，有单独罢课之议。同学诸君爱国爱校长

之热诚，当与国人所同谅。”

◎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民国政府

“自今日始，于一星期内，作正当明确之表示，维持

蔡校长之地位，与大学之尊严”。“若满一星期，犹无

满意之表示，则誓筹最后之对付。”

◎浙江海宁硖石镇召开国民大会，决定：“以后

不认陆宗舆为海宁人，以为卖国贼戒。”

◎民国政府国务院致电各省督军、省长，声称：

青岛问题，“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

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吾国断难承认。但若竟不

签字，则于协商(指协约国——编者)及国际联盟种

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两院议

员开会，佥以权衡利害，断难签字为词，并谓未经签

字，尚可谋事后之补救，否则铸成定案，即前此由日

交还之宣言，亦恐因此摇动。讨论结果，众论一致。

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一面电嘱陆使暂缓签

字。事关外交重要问题，务希卓见所及，迅赐教益，

不胜褥致。”

1 4日

◎南京下关各界群众万余人在大舞台召开国

民请愿大会，议决：。一、对外办法：请愿驻宁各国领

事转驻京各国公使，再转各国政府，于巴黎和会凭

公理裁判，究竟青岛应否归还中国，二、对内办法：

请愿本省督军、省长，转请政府力争，三、维持国货}

四、联合各省一致力争。” ：
。

◎天津学生联合会在直隶水产学校正式成立，

谌志笃为会长，马骏为副会长。

◎下午6时，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开

会，通过武汉学生联合章程，宣告武汉学生联合会

成立。章程规定：。以热诚爱国、联络感情为宗旨。”

@下午4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各校代表大

会，决定：1．。组织学生义勇队，为万一之预备”；2．

。组织演讲团，以鼓起人民爱国”。

◎徐世昌令：挽留蔡元培。令称：。该校长殚心

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

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

处，着毋庸议。”

◎徐世昌令，声称：学生滋事“破坏秩序，凌蔑

法纪”，“名为爱国，适以误国”。京外各校学生。务各

安心向学，毋得干预政治”；京畿警备总司令、步兵

统领、京师警察厅总监等“认真防护”，“遇有纠众滋

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

◎徐世昌令：慰留陆宗舆(陆，本月9日提出辞

职——编者)，称：陆宗舆“于二十一条案件，与外交

次长曹汝霖协力挽救，所全尤大”。。该总裁等相从

办事有年，勋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

“所请免职之处，着毋庸议”。

◎陆征祥密电徐世昌、钱能训，请示究否签署

对德和约。并称：“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

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国人目前之清议可

畏，将来之公议尤可畏。究竟应否签约”，“时期日

迫，关系至巨”，“万祈迅即裁定，立速电示，俾有遵

循。”， ．

’

◎巴黎和会执行主席克里孟梭通知中国代表

团，声称：“撤销列强在华特权问题，不在和会权限

之内。”

，。 1 5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北京政府

自本月四日以来，。始则坐学生以纵火伤人之罪，横

加拘辱；继则徇奸人之私忿，假政治之恶势，力抗教

育之新潮流”；甚至“竟欲破坏最高教育机关，摧残

士气，遏绝舆论，倒行逆施，以求一逞”。

◎上海华商杂粮公会发出通电，声称：该会为

抵制日本夺我青岛，决议：。甲、不用日币}乙、不进

日货；丙、不进日船装来各货。”’

◎湖南省议会、教育会、农会、总商会致电巴黎

和会中国代表及各国代表，坚决要求将青岛由德国

直接交还中国，并嘱中国代表勿擅行签字。同日，致

电民国政府，要求：政府电令陆征祥等坚不签字}速

罢斥曹、章、陆以谢国人．

◎徐世昌令：交通部次长曾毓隽继詹天佑兼任

汉粤川铁路督办。同日，徐世昌令：准傅增湘教育总

长辞职(傅对蔡元培颇同情。蔡被逼出走，傅曾派员

赴天津挽留——编者)，遗缺以教育次长袁希涛暂

时代理。

◎察啥尔都统田中玉复电民国政府，声称：“阮

电敬悉。极佩卢怀。窃谓青岛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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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重。又当此群情激昂之际，倘遽签字，国内或有沸

腾之虞。着因此演出别项交涉。则办理将更棘手。故

权衡轻重，似以暂不签字，徐图事后补救之说为较

善。” ．t，- ，

◎湖南督军张敬尧复电民国政府，声称，“日本

所谓继承权利，系衔德国租约而言，殊不知租约已

完全失效，继承之说根本上不能成立。”务祈钧座

始终俯悉民意，毅力坚持，无论外交如何变幻，不达

收回目的，决不可迁就签字，自行断送。”

@湖北督军王占元复电民国政府，指出：“请速

致电欧会陆、王两专使，对于日本要求单独解决青

岛领土问题，暂勿签字。” ．+

二

@广东军政府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

吴景濂率全体议员致电民国政府，声称t卖国贼曹

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甘为外人鹰犬，密与日本

勾结，外而阻挠赴欧代表之要求撤销中国密约及交

还青岛，内则企图破坏上海和议，以遂卖国阴谋。罪

状昭著，天人共愤。京津学生怵于国亡之惨，目击贼

党横行，奋不顾身，义气勃发，焚灭曹宅，痛击章獠，

有史以来，无此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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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在上海发表谈话，指出：“此次北京学

7生怒潮，实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所可惜者，

学生所揭橥之卖国诸人，仅仅指为曹、陆、章等，不

知曹等犹为附从，真正祸首，则固另有人在。’ ，

◎广东灵山县中小学校学生致电唐绍仪及各

报馆，指出：请力争“释学生、诛曹章”．并称。。生等

愿投笔从戎，杀国贼，伸义愤”。

，： ◎沪北各校联合筹组学生共同救国会，。以通

力合作，就力所能为者共同救国，互相保护，一致进

行为宗旨”。 ”
·．

o‘

◎江西督军陈光远复电民国政府，指出；。吾国

为参战国一分子，并非征服降国可比，青岛为吾领

土，关系国家主权·岂能不容我代表主张，和会遂自

由处置?是不能施之予敌者，竟施之于我。“得失直

关国家存亡，自当誓死力争，不能丝毫让步．如果抗

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一：’‘ 二 ：，

@安福俱乐部召开大会，王揖唐在会上发言，

声称：“欧会如此主张，未免藐视公理，袒护强权，无

论如何，不能签字。”。一V． _’ +

，
t、f

。
1 7日 ．

◎蔡元培复电徐世昌，指出：“政府果曲谅学生

爱国热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强

维持，共图补救。”
’

，

@下午1时，漳州各校学生手持。抵制日货”、

。还我青岛”、。勿作五分钟爱国”、“诛灭卖国贼”等小

旗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游行学生沿途分送《哀求同

胞一致对倭文》。游行队伍在龙溪商会门前，派代表

往见商会会长，要求抵制日货，联合各界筹办国民

大会，以为外交后盾。 。· ．

，

_“

、 ⋯r 1 8日 ，

o《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发表李大钊(署名

常)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文，指出：。凡是世

界上的土地，只要是世界上知道人的道理的人在那

里过人的生活，我们决不把他认作私有物，拒绝他

人。但是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

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

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

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

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我们反对欧洲分脏会

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

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

为。”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

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

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

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每周评论》发表只眼(即陈独秀)《为山东问

题敬告各方面》一文，指出：。呵l现在还是强盗世

界J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文章说：。现在日

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

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

族自己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

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

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 、’|

‘

，◎北京学生联合会致信徐世昌，决定明(19)日

开始总罢课，指出：“本月四日以来，学生等本外争

国权、内除国贼之义，呼吁于我大总统之前，已觉喑

，口哓音，精疲力竭，而于事未济，反招怨尤。学生等

多方思维，不解者有六，中心如棼，无意为学，乃不

得不暂行停课，陈其崖略，而有所请求，惟我大总统

赐察焉。”学生等之惟日不息，为奔走呼号者，为争

青岛与山东之宗主权而已。今青岛问题已决，而政

府尚无决心不签字之表示。此不解者一也。曹汝霖、

章宗祥、陆宗舆等，素以亲日相号召，阴卖国以媚

外，借媚以攘权，积累巨资，逆迹显著．乃舆论不足

以除奸，法律不足以绝罪。五四运动，实国民之义愤

所趋，而曹陆等犹饰词狡辩，要挟求去，明令则反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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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慰留之。此不解者二也。教育总长傅公，大学校长

蔡公，学问道德，中外推重，近来教育界有发皇振励

之气，皆为二公之赐。而傅公则无端免职，蔡公则被

迫远引，以致各校校长联翩辞职，日内复盛传政府

将以品卑学陋之田应璜继傅公之后．似此摧残教

育，国家之元气可伤。此不解者三也。集会言论之自

由，载在约法。值兹外交紧急之际，尤赖学子提倡，

纾其怀抱，唤醒国民，振励民气。乃本月十四日明

令，视学生如土匪，防学生如大敌，集会言论之自由

剥夺净尽。学生等痛心国弊，将于无为，则违匹夫有

责之大义；将欲有为，又犯纠众滋事之禁。此不解者

四也。本月七日，为我国耻纪念日。我留日学生，于

是日游街纪念，实为我民族真精神之表现。在倭奴

痛恨疾恶，固无足向。独怪我驻日代公使，竞于是日

招致优伶，酣歌宴乐，更召日兵保卫使馆，蹂躏学

生。置国耻于不顾，视国人如仇雠，丧心病狂，莫此

为甚。政府不立免该代使之职，而于日人擅拘我学

生，又不容学生等之吁请，以向日政府提出抗议。此

不解者五也。南北和议，为全国国民之殷望，尤为我

大总统酷爱和平之初意所坚持。丽近日政府许议和

代表之辞职，竞有任其决裂之象。随兹外患方返，岂

宜再起内讧。此不解者六也。”六不解”为学生罢课

的理由。在信中学生还提出六项要求：“对于青岛问

题，出不签字之决心，以固国土，惩办曹汝霖、章宗

祥、陆宗舆等，以除国贼}力挽傅蔡诸公回职。打消

以田应璜长教育之议，以维教育；彻废警备学生明

令，以重人权；向日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释被拘学

生，重惩日警，以重国权}恢复南北和议，速谋国内

统一，以期一致对外。”

◎北京学界万余人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

举行追悼郭钦光大会(郭，北大学生，“五四”那天，

因他患有肺病，同学们劝他不要去参加示威游行，

但他执意不肯。在游行中，他亲眼看见民国政府竞

以“狮子搏兔之力”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万人

唾骂的卖国贼受到庇护，而爱国救国的无辜学生却

遭逮捕坐狱，于是他“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虽经医

院抢救，终因病情严重，于本月7日逝世——编者)。

许德珩首先在会上讲话说：。今日追悼郭君，实无异

追悼我们自己。因郭君未了之事业，全凭我们继行

其志，做到他现在的地位，方肯罢休。”

◎开封各界万余人在师范学校操场召开国民

大会。会议要求：1．北京政府电示巴黎和会中国代

表，如日本不交还青岛，即退出和会。2．联络开封十

五所学校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为外交后盾。3．由

商务总会通知各县商会，勿再贩运日货，违者处罚。

4．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同意学生于假日进行爱国

宣传。同日，江苏淮安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决定：1．

组织演讲十人团。2．劝购国货。3．刊发日刊报告外

交消息。4．调查日货种类报告各界。

◎孙洪伊致电曹锐、卢永祥、王占元、吴光新、

陈光远、吴佩孚、张敬尧、阎锡山等北洋军阀高级将

领，煽动他们和徐世昌、段祺瑞决裂。孙说：。夫大义

可以灭亲，岂私交即可废公”．“徐、段并非中国皇

帝，公等并非徐、段臣子，乃甘举公众托命之国家，

徇彼一二人之私图而不悔。”请速脱离卖国党羁

绊，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及其党徒徐树铮、靳云鹏、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贼之罪状，兴师致讨，先

除内奸，然后合力对外。”

◎广东军政府致电徐世昌，指出：“青年学生

子，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

常轨，要亦情有可原。“倘不求正本之法，但借淫威

以杂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如何有?以

此防民，民不畏死也。”

1 9日
。

◎北京学生总罢课开始。同日，北京学生护鲁

义勇队组成，并致函徐世昌，指出：“青岛山东之主

权不复，即中国灭亡之朕兆，亦即我四万万人作人

臣妾、受人鞭笞之朕兆也。学生等洞彼奸谋”，。爱组

组织北京学生护鲁义勇队，以备抗御外侮之需，以

尽学生等匹夫之责”；要求大总统“允子学生等正课

之外，加以军事上之训练”。

◎上海国民大会事务所干事部发出通电，指

出；“据报载本月十四日国务会议决定签字欧和草

约等语。山东问题关系存亡，一经签字即无挽回余

地。“设竟冒昧签字，无异宣告死刑，匪特山东永无

恢复之望，各种亡国条约均因此认为有效，吾国真

万劫不复矣。“国人誓绝否认。”

◎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凡入

会各学校，应于本月二十二日同时一律罢课”，以为

“最后之对付”，。自罢课后，非得本会正式上课之通

知，不得私自上课。”

◎由山东省议会、教育会、农会、报界联合会、

学生联合会、外交商榷会等团体代表联合组成的赴

京请愿团一行85人抵京，并向民国政府提出：1．欧

洲和约关于山东各条，拒绝签字。2．废除高徐、济顺

铁路草约。3．惩办国贼。

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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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学说》卷一《知难行易》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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