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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请愿愿成成功功政政府府未未敢敢签签约约

    王王乐乐平平率率山山东东请请愿愿代代表表团团赴赴北北京京总总统统府府请请愿愿之之行行，，
声声势势浩浩大大，，面面见见总总统统徐徐世世昌昌时时，，王王乐乐平平的的发发言言慷慷慨慨激激
昂昂，，引引起起了了京京津津学学生生和和广广大大群群众众的的同同情情支支持持，，得得到到了了全全
国国人人民民的的积积极极声声援援。。北北洋洋政政府府迫迫于于全全国国革革命命浪浪潮潮的的压压
力力，，未未敢敢在在合合约约上上签签字字。。请请愿愿团团胜胜利利而而归归。。

  1919年6月28日为和约签字
的既定日期，针对总总统统徐世昌要
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主张，山东
人民心急如焚，决定开展请愿拒
约运动，与北洋政府作殊死
斗争。
  6月15日后，济南各界民众
连续在省议会开会商讨议定救国
大计。17日决定选出代表赴京请
愿。18日选出各团体代表86人组
成请愿团，王乐平为总负责人。
  6月19日清晨，请愿团乘车
晋京请愿。这天，济南各中学、
专科学校学学生生及及市民等齐聚聚车站
前往送行，许多同学讲话送别
时，愤慨激昂，甚至痛哭流涕。
代表们手执标语旗帜，向送行者
沉痛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生
还”。其气氛如易水悲歌，严肃
悲壮。肩负着山东人民的重托，
代表们与送行的群众挥泪作别，
沿途经过德州、沧州、东光、天
津、杨柳青等地都有学生欢迎。
代表们分组下车进行宣传，有散
传单的，有演讲的，翌日晨到达
北京，受到鲁、京学生及山东同
乡的热烈欢迎，王乐平立即主持
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了去总统府
请愿的要求：拒绝和约；废除高
徐、顺济铁路草约；惩办卖国
贼。并通电各省请求援助，电达
山东同乡军人王占元、吴佩孚、
卢永祥等，恳其热心救国。
  20日上午，代表们整队出发
前往总统府请愿。沿途观众如
堵，代表们高举标语旗帜，边游
行边演讲，高呼请愿的三大要
求，中午到达新华门前，要求面
见徐世昌，门前警卫持枪阻拦，
戒备森严。徐世昌拒不接见，代
表们不远千里来京呼吁救国，竟
被拒之门外，十分气愤。当时天
气炎热，有的代表中暑晕倒，引
起全体代表的更大愤慨。80余人
在新华门前放声痛哭。北京各界
人士及过路中外民众，见此情
景，深表同情。有痛骂卖国贼
的，有送食品的。代表们先遭烈
日曝晒，后遭大雨浇淋，加之全
部绝食，情况异常紧张，直至夜
晚10时，徐世昌被迫答应次日派
代总理龚心湛代为接见，代表们
始返回住地。
  21日王乐平率请愿团代表面
见龚心湛。据报载王乐平当时对
于请愿诸要求“反复陈述，声泪
俱下”，并表示对签约“誓死不
予承认”，这种坚决的态度，迫
使龚心湛不得不答应批复请
愿书。

带请愿团赴京请愿

声泪俱下重述要求

  1919年6月23日王乐平等六名代
表前往面见徐世昌，遵交请愿书
后，他作了长时间的发言，申明进
京请愿的原因，历数中日密约的危
害，强烈要求徐世昌采纳民意，维
护主权，拒签和约，严惩卖国贼
曹、章、陆等。
  6月27日《申报》登载其发言：
“……今日代表等代表山东全体人
民，陈述请愿意旨。自从巴黎和约
将山东三条规定之后，山东人民奔
走呼号，群众将成为与中华民国断
绝关系之人民，不得不向大总统为
最后哀恳之陈情。第一，巴黎和约
关于山东三条必须保留，如不能保
留，即完全拒绝签字。业经大总统
俯顺舆情，电令专使遵办，代表等
极为感激。惟以前政府屡次通电，
均系主张签字，此次变更前次政
策，绝非空言所能取信国人。即代
表等亦难以取信于山东省父老。应

请政府通电全国，明白宣示，以平
民气。第二，高徐、顺济铁路，北
连京汉，南通津浦。若入日人之
手，不独山东完全丧失，大江以北
均在日人势力范围之内，此次草
约，无论如何必须废除。政府所难
者，不过两千万垫款耳。以前垫
款，政府如何用途，东民不敢过
问。东人情愿倾家荡产，鬻妻卖
子，凑还此款。但求政府代为取消
前订草约，则东人感戴靡既(代表言
至此，泪下声梗)。第三，曹、陆、
章等人与山东人民并无恶感，不过
私订密约，丧权卖国，通国皆知。
即就高徐、顺济路草约及胶济路换
文言之，外交关系何等重要？何以
交通部不得外交部同意，未经国会
通过，遽然单独订约，擅权卖国？
即此一端，已足证明政府何苦袒避
二三佥壬，惹起全国公愤。大总统
整肃官箴之素志，何竟如此。应请

明令交法庭按律惩办，以平民愤，
而肃官方。以上三条，请大总统容
纳民意，明白指示。代表等携回山
东，全体人民宣布大总统德意，使
知大总统尚不忍舍弃山东人民，我
山东或尚有不亡之希望，或可暂安
人心。否则不惟代表等无面目见东
省父老，东人全体亦不能让代表等
生还山东也。”
  他的发言，“理正词严，慷慨
激昂，不仅全体代表听后痛哭失
声，连“执戟的卫士也不断以巾拭
泪”。但处此爱国求存，痛陈利害
的悲愤场面，徐世昌却骄倨昧良，
无动于衷，以外交困难为藉口，转
弯抹角地说了一些所谓理由进行敷
衍应付。并说请愿书须由国务院代
总理龚心湛批复。当晚王乐平与代
表们议定，一方面推出代表要求龚
心湛明确批复，一方面分头去各界
联络，请求声援。

面见总统统徐世昌慷慨陈词 联络各界请求声援

  直到6月25日，请愿团才接到龚
的批复，内容竟和徐世昌的口头答
复大同小异。王乐平召集代表们研
究了这个批复，全体代表赶到国务
院，面见龚心湛，郑重声明，若奉
此批不能归见山东父老，并将原批
退回要求重批。龚在代表们“语皆
悲愤，坚决不可动摇的气氛下，只
好答应重批”。代表团决定派李子
善立即返回济南组织第二批请愿
团，火速来京增援，并再次通电全
国各省呼吁声援。
  这时拒绝签字、惩办国贼已成

为全国一致的要求，京津地区请愿
团、山东第二批请愿团皆迅速晋
京。全国各省纷纷致电山东请愿团
表示支持。在全国范围内以罢市、罢
课、罢工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革命浪
潮业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
  27日代表团终于接到北洋政府
第二次批复，“关于山东问题，所
有各代表陈请不能保留，即拒绝签
字等情，昨亦经电达专使遵照在
案……所称高徐、顺济路约一节，
查该路约原系草约，自必多方磋
议 ， 为 图 收 回 ， 绝 不 续 订 正

约……”北洋政府迫于全国群众运
动压力，不得不接受民意，未敢在
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29日，代表团确知巴黎专使已
拒绝签字的消息后，决定留10余人
驻京，其余代表返鲁。7月1日晨离
京时发出《山东请愿团敬告全国同
胞书》，将赴京请愿经过宣告全国
疾呼“国势危矣，祸至无日”，
号召“全国父老昆季诸姑姐妹
同心同德，共图挽救”。山
东请愿团不负重托，终
于取胜而归。

要求重新批复绝不动摇 全国支援胜利而归

山东请愿团在北京新华门请愿时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