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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国国危危亡亡之之际际奋奋起起革革命命

    王王乐乐平平，，诸诸城城西西楼楼子子村村人人，，出出生生于于书书香香世世家家，，考考入入
山山东东高高等等学学堂堂读读书书。。他他深深忧忧民民族族灾灾难难深深重重，，痛痛恨恨清清政政府府
丧丧权权辱辱国国，，因因此此一一心心革革命命，，立立志志报报国国挽挽救救危危亡亡。。11990077年年
加加入入中中国国同同盟盟会会，，积积极极参参加加革革命命活活动动。。11991188年年99月月当当选选为为
山山东东第第二二届届省省议议会会议议员员，，并并兼兼任任省省议议会会秘秘书书长长。。

  王乐平，名者塾，字乐平，以字
行。1884年12月8日生于诸城王家楼子
村(现日照市五莲县西楼子村)。王氏家
族耕读继世，家学渊源。曾祖父、祖父
均留有不少诗文，皆因经济拮据而无力
付梓。
  王乐平父亲王纪龙是晚清举人，一
生没有做官，献身教育事业，成绩卓
著，终其一生，当过塾师，办过小学，
任过相州三等学堂学监、诸城县学务委
员会主任、县立中学首任校长等职。由
于他的艰苦创业，给桑梓青年提供了深
造机会，因而在诸城享有一定声誉。他
虽系前清遗老，但思想进步，拥护共
和，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曾两次被当地
劣绅指控为革命党而横遭监禁。事后于
1926年秋寓居上海。
  王纪龙晚婚，29岁始得王乐平，故
倍加爱惜，管教甚严。王纪龙妻范氏，
精于治家，善睦邻里，常教王乐平裁衣
做饭，培养其自治能力。
  王纪龙亲自教王乐平读书。爷俩经
常睡在学屋里，所谓学屋，只不过是矮
矮的茅茨两间，冬不暖，夏不凉。父子
二人每天除教与学之外，都要干些农
活。王纪龙深知务农艰难，起了个堂号
叫“知稼轩”，意思是让子孙知道农民
之辛苦，稼穑之不易。王乐平在父亲的
教育下，每天清早起身，必先学习，后
干活，再吃早饭，此习惯一直保持，干
活又能吃苦，很得乡亲们的称赞。
  王乐平聪慧过人，父亲教的四书五
经，都能很快领悟背诵。父亲教学要求
严格，耳提面命，所教的书必须讲背精
熟。冬季白天短，父亲上了年纪，醒得
早，天不亮就把王乐平唤醒，让他在被
窝里背书。如此常年不辍，所以王乐平
学业进步很快，18岁中了秀才。
  耕读勤俭、公正善良、艰苦奋进的
家教培育了王乐平感情深沉、坚持正
义、勇往直前的性格。入仕后虽公务繁
忙，但不忘恪尽人子之道，使双亲得以
康宁，终其天年。
  王乐平于1904年结婚。夫人范氏，
虽是缠足、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但温良
恭俭，孝顺老人，与王乐平相敬如宾，
生有一女三子。王乐平当选省议员及国
会议员后，即将夫人接至住所共同生
活。这与当时一朝腾达便另觅新欢的军
阀政客之行径，恰成鲜明对照。乡里亲
朋都说王乐平洁身自好，一不图财，二
不置地，三不忘结发糟糠的品德，实是
难能可贵。家庭的勤俭传统使王乐平对
子侄辈管教甚严，从不许子侄追逐纨
绔，荒疏学业，随意花钱。但对革命事
业及革命同志的需求，却是热情资助，
尽心竭力。

书香世家管教严格

每日早起读书劳动

  王乐平少年时胸怀大志，时
值列强任意宰割我大好河山，民
不聊生，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的斗争日益激烈。王乐
平心忧民族灾难深重，痛恨清政
府的昏聩无能，丧权辱国，因此
一心革命，立志挽救国家危亡。
1906年，他去济南考入山东高等
学堂，翌年由同学臧耀西介绍加
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
路，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
主革命生涯。
  1907年至1908年，为保护山东
人民的权益，王乐平奋起联络同
盟会会员于洪起、陈干等人，发
动学生组织保矿运动，领导群众
反对清政府以山东矿产为抵押向
德帝国主义借款。德帝国主义被
迫作出让步，山东矿权得以维
护，而王乐平却被校方以“革命
嫌疑”为由开除学籍。嗣后奉父
命返回故乡，在本县相州及昌邑
县的小学任教。1909年夏，王乐
平才重返济南，考入山东省城官

立法政学堂继续求学，并开展革
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
命形势飞速发展，全国行省群起
响应，相继宣布独立。王乐平在
济南与革命党人号召各校学生及
商民数千人集会游行，并组织山
东各界联合会，迫使山东巡抚孙
宝琦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当时
王乐平为学生代表，虑及政变伊
始，宜防帝制余孽反扑，而党人
缺乏军备，难应大变，于是倡议
编练学生军，士绅王讷等赞成其
议，学生群起应征，商人踊跃助
饷，不旬日而成军。11月24日，
不出王乐平所料，孙宝琦突然宣
布取消独立，解散学生军，大肆
捕杀革命党人。王乐平等人转移
到青岛，以王乐平为领导中心聚
集同志，发动各县青年参加革
命，秘密分赴各县工作，同时组
建革命军并任司令，曾指挥胶东
之役与清军作战，旋经高密与臧
汉臣等宣布文告。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
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
中华民国成立，王乐平受山
东革命党人委托，由青岛转
上海到南京谒见孙中山，陈
述山东党人及山东意见，受
孙中山派遣赴烟台军政府任
秘书长。
  不久，山东省南北议
和，烟台军政府撤销，山东
临时议会成立，他被选为省
议员。山东革命党人机关报
《齐鲁公报》改为《齐鲁日
报》时，王乐平担任主编。
  1913年7月，孙中山发
动“二次革命”失败后，
《齐鲁日报》被迫停刊。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
分派干部到国内密谋武装倒
袁。赴山东联络人中途被
捕，山东都督靳云鹏按搜出
的密件名单大肆捕杀革命党
人，王乐平遭通缉，走避
甘肃。
  1916年6月，袁世凯在
全国军民的愤怒声讨中倒台
毙命。国会、省议会相继恢
复，省议员复职，此时王乐
平身为议员，目睹各系军阀
只知互相勾结谋取私利，置
国家民族于不顾的混乱局
面，忧心如焚，认定国家民
族的命运系于青年学生。
  同年10月，在诸城旅济
学生会成立时，他曾祝词：
“政 府 以 还 ， 道 丧 俗 窳
（yǔ）。昂昂政客，不轨
以驱。决落振策，惟利之
图。峨峨青年，摩厉以须。
异日宣劳，实为国柱。兹会
学生，举籍吾诸。朝夕攻
错 ， 无 间 寒 暑。敬 慎 旃
（zhān）哉，始终勿渝。
祝 此 数 语 ， 为 公 等 勖
（xù）。”表达了王乐平
对官僚政客黑暗统治的憎恨
与鄙视，更寄托了他对青年
学生的无限关怀和深情。
  1918年9月，王乐平当
选为山东第二届省议会议
员，并兼任省议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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