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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苏冲冲

滨州城北的皂户赵，是鲁北普通平凡的小
乡村。每逢晴好天气，老人们都爱聚在空地拉
呱儿。百年岁月沧桑，就在谈笑间消逝而去。

近100年前的民国初期，这里曾走出一位山
东议长——— 郑钦。他虽靠军阀操作出任议长，
却不计一身荣辱，竭尽所能声援五四运动，积
极弹劾贪污督军，被时人誉为“急公好义”。

时势变幻莫测，磨平了太多的颜色和印
记。在郑钦的故乡，知其名晓其事者已寥若晨
星。

贫不改志，考录廪生
求学问道于扶桑

88岁的村民赵庆云，用零散的记忆碎片，
努力拼接勾勒着对郑钦的粗略印象：“我听长
辈们说，郑钦家庭贫寒，父母农忙种地，农闲
拾荒，郑钦、郑娥兄弟俩跟着流浪。直到十多
岁，才到双眼井村上私塾。”

双眼井在皂户赵西三里处，清末时有庙一
座，私塾便开在了庙里。私塾规模小学童人数
少，晨课午课都齐全，中午伙食需自备。郑家
素贫，平时仅食早晚两餐。为免同学讥笑，郑
钦午间就躲入芦苇荡，靠背诗文打发饥饿，待
午课时再回私塾。有闲钓经过的村民，发现有
孩童背书于芦苇荡，叹为奇事，便告诉私塾先
生。先生惊讶郑钦求学的坚韧，就叮咛别的学
童，每人于自己的饭量外，再多捎带一勺，积
少成多匀予郑钦。

郑钦性聪颖，兼家贫鞭策，读书勤奋刻
苦，常人比之不及。县试选拔秀才，他顺利得
中，名列一等，入选廪生，每年可从府衙领廪
饩银四两。

郑钦性至孝，津贴皆如数交父母，从不随
意花销。郑钦侄子、86岁的郑去鲁说：“伯父
孝顺父母，远近知名。曾有人赠给对联，上书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就是称赞
他孝顺双亲的。”

清末虽积贫积弱，但科举仍为出仕做官的
正途，“科举及第、光耀门庭”还是学子苦苦
追求的殊荣。郑钦也不能摆脱影响，继续埋首
圣贤书，为秋闱乡试作准备。

可时势的变幻，往往裹挟个人，随时俯
仰。

经历“庚子之变”痛楚后，清廷决心施行
“新政”，摆脱积弱之态，消弭统治危机。

“新政”成败，系于人才有无。1901年，
清廷下发诏书，要求兴办学堂，奖掖后进，选
拔官费生，赴日本学习技艺，好回国效力。

1902年，张树元、曲同丰等10人作为山东
官费生，入日本陆军学校。

第二年，山东选拔55名官费生，类别也由
军事转为师范。郑钦经考核合格，于该年5月随
山东试用道方燕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
院。在日期间，郑钦等39人就读师范速成班，
学习国民教育知识。

弘文学院，是清末日本为接纳中国留学生
而特设的教育机关，鲁迅、陈寅恪、李四光等
人都曾留学或进修于此。

矢志革命，兴办学堂
劝学所上露锋芒

1904年3月，郑钦等39名师范速成班毕业生
内渡回国，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时任山东巡抚
周馥在奏折中提到了对他们的安置：“全省用
于童试的校士馆一律裁撤，改设为初级师范和
师范传习所。教员则由游学日本和保定速成师
范两处的毕业生派充。”郑钦回到故乡滨州，
担任学堂教员。

但革命火种早已在年轻人的心头萌芽开
花。

刚抵达弘文学院不久，郑钦等人就呼吁：
“我们远涉重洋而来，入学府习技艺，为的是
采其精美，以保卫我中华国土。”

留日生目睹日本国富民强，清朝国贫民
弱，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他们在学习知识外，
更关注时事瞬息变化。当时东京有康梁保皇
党、孙黄革命党活跃，他们聚会演讲，发行刊
物，宣传的重点对象便是留日学生。君主立
宪、共和革命思想交汇碰撞，留日学生革命倾
向渐趋增强。

当时出入秘密机关搞联络的中国人，清一

色是留日学生，他们所穿制服被戏称为革命
服。郑钦在日本虽不足一年，却也概莫能外。
1906年，郑钦在山东秘密加入同盟会，借教职
合法身份作掩护，暗中参与革命行动。

当时聚集同志、传播革命最便利者，无外
乎建立新式学堂。革命党尝言：“往来潜伏，
唯学校能够容身；声气互达，唯学校能够畅
通；发谋举事，唯学校能够隐秘。”

郑钦联合乡绅张保庆、郑连坤、刘起鹗等
人，筹募资金，于今滨北街道办筐王村附近创
立牡丹台私立小学，由郑钦任堂长，这是近代
滨州第一所新式学校。

牡丹台原是一处高十米的平台，建有三院
一阁的泰山行宫。围绕泰山行宫，是繁华热闹
的农庄集市。赶集时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三
教九流，鱼龙混杂，利于革命者隐介藏形。

牡丹台私立小学开设国文、算数、自然、
美术课程，在周邻村庄招收学生，致力教授新
知识，传播新思想。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郑钦于牡丹台私
立小学内与革命党人筹备响应。山东巡抚孙宝
琦随即宣布山东独立，不久又取消独立。山东
新旧力量胶着缠斗，未来局势迷茫不清。

郑钦和同盟会成员阎容德，秘密邀请滨
州、惠民等10州县同盟会员，于1911年12月10日
夜聚牡丹台私立小学，密谋山东革命大势。他
们决定立刻成立十县联合会，同盟会员各回本
县筹办反清民团，继续组织抗清斗争。

中华民国成立后，郑钦回归本职，在家乡
执教杏坛，教书育人。牡丹台私立小学在他的
经营下，教育质量精良，成为当地新式学堂的
标杆。

1915年，江苏阳湖人吴福森由齐河调任滨
县（民国改称滨县）知事。他“性勤敏，有廉
干称”，时常视察学校，奖掖优异，以示鼓
励，在齐河3年创设初等学堂150余处。当时齐
河盗匪横行，吴福森常身先士卒率队围剿，捕
获者即行正法以儆效尤。经他铁腕治理，齐河
治安好转，境内肃然，百姓称颂。

调任滨县后，吴福森一面坚持重兵围剿匪
乱，一面从思想上消弭匪患根源。他和驻军营
长刘绍基在县署附近的仙祠设坛扶乩，讲授立
身处世之道，借此吸引百姓围观，劝其勿从盗
匪为乱。

除了用迷信方法笼络庶民之心，吴福森也
重视教育，提倡以教化民。1915年12月末，民
国教育部公布《劝学所章程》，规定每县均设
劝学所（相当于今日教育局），以辅佐县知事
办理一县教育行政事宜。

吴福森在滨县经细致查访，聘用郑钦担任
劝学所长。

郑钦上任后，首先推动私塾改良，再动员
兴办新学堂。若路遇乡绅，则劝捐助兴学，若
遇士子，则请襄赞学务。

郑钦还将滨县划为若干学区，每区设劝学
员一名，负责区域内劝学事务。他时常和劝学
员挨家挨户，劝导已届年龄的子弟入学。为提

高成效，郑钦设立教育讲习所，令劝学员“研
究学校管理法、教育法”，学完既定课程后才
能任职。短短两年间，滨县新式学堂由50处增
加到200余处。郑钦精于劝学的名声不胫而走，
引起了省内大佬的注意。

出任议长，声援五四
申报刊文悼国殇

1916年，郑钦出任滨县劝学所长，仅是县
知事的属官。1918年却当选山东议会议长，一
跃成为民意机关执牛耳者。这出乎寻常的仕途
跳跃，除了傲人的教育政绩外，也和同乡山东
督军张树元的鼎力支持分不开。

张树元曾于1902年留学日本，后在北洋军
中平步青云。1918年赴山东任护理督军，在任
不久深感颇受掣肘，稳固统治必须压服各派势
力。而省内最难驾驭的力量，便是民意机关省
议会。每当自己有什么发财计划，议员总要插
上两杠子，搅黄他的美梦。

1918年下半年，第二届省议会选举开始，
张树元谋划安排信得过的人选占据议长职位，
让议会成为自己的御用工具。

张树元选中郑钦作为议长人选。郑钦和自
己同乡，都曾赴日留学，知根知底。更兼郑钦
性格温和，教育政绩显赫，易被他人接受。而
且郑钦出身寒微，没有派系基础，构不成威
胁，只能仰己鼻息，议长人选再合适不过。

张树元先施展督军影响力，让郑钦顺利当
选省议会议员。紧接着在议长选举上，趁议会
内部派系林立浑水摸鱼，令12名武定府籍议员
推荐郑钦为议长候选人。

当时张公制的国民党和王朝俊的进步党，
在议会内势力旗鼓相当，长期争执不下，谁也
不服谁。20日开始投票后，张派控告王派舞
弊，坚决不许开箱计票。张王两派继而互相谩
骂拆台，临时主席只得宣告议会暂时休会。王
派趁张派退席之际，立即封闭会场大门开箱计
票，结果郑钦以70票当选议长。接着进行副议
长选举，王朝俊以73票当选。9月28日，张公制
见木已成舟，便也无奈赴任副议长。

郑钦虽依凭张树元上台，但马上展现出不
受羁绊的状态。

郑钦上任之际，中日围绕山东问题的矛盾
日益激化。郑钦当选议长两个月后，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团从北京启程出发。当时舆论普遍希
望，代表团能借战胜国之名，解决日占山东问
题。

1919年1月11日，中国代表团到达巴黎。一
天前，也许对和会前景有所疑虑，郑钦和王朝
俊致电北洋政府，认为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悬
殊，反对双方单独协商解决青岛问题，要求提
交巴黎和会进行公议，以欧美诸强力量牵制日
本的野心。巧合的是，山东问题的最终解决，
便是在华盛顿会议上由英美出面调停实现。郑
钦的主张，无疑颇具先见之明。

但在巴黎和会上，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

望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华所有权利。2月10日，
郑钦以山东省议会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
团，表达山东民众希望他们“务请坚持，万勿
退让”，并给代表团加油打气，“鲁民誓作后
盾”。

随着巴黎和会不利消息的接连传来，郑钦
和省议会也不断向北洋政府表明自己和山东百
姓的态度。3月30日，郑钦致电北洋政府，要求
取消1918年签订的中日密约。5天后，山东省议
会、教育会、工会在郑钦主持下，联合致电出
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重申取消中日密约。
郑钦还特意致电巴黎和会四巨头——— 美英法意
首脑，要求将日本非法占领的胶济铁路和青岛
交还中国。他一边致电表态，一边委托前副议
长孔祥柯、许天章远赴美英法，宣传申述争取
国权的主张。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广大国民
的强烈愤慨。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
动爆发。第二天，部分爱国学生被北洋军警逮
捕。郑钦闻讯，立即和副议长王朝俊、张公制
商议，派两人星夜驰赴北京，同参众两院山东
籍议员和旅京山东政商学各界知名人士，联名
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5月19日，山东议会成立85人赴京请愿团，
向北洋政府提出3项要求：1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
各条，拒绝签字。2 .废除高徐、济顺铁路草
约。3 .惩办卖国贼。

眼见形势日益严峻，6月1日，山东议会80
多位议员召开茶话会，讨论中国外交失败问
题。

茶话会先由议长郑钦宣布山东外交失败的
情形，并告知政府有签字趋势。与会议员均认
为，如果在和约上签字，等于承认日本占领山
东，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议员商定，向北
洋政府发最后之呼吁电。

1919年6月5日的《申报》第7版，刊发了
《鲁议会最后之呼吁》全文。其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山东问题不幸失
败，本会迭经电饬专使，万勿签字，留将来索
还地步。气竭声嘶，未见容纳。东民死亡所
迫，激昂愈甚，责备甚严。本会忝为人民代
表，内审民情，外衡世变。身怀厝火积薪，不
时燃发，来日大难，所不忍言用。特电恳大总
统，仍饬陆专使坚拒签字，保留余地，慰我国
民。如电仍不见纳，请即明发命令，解散本
会……迫切待命之至，山东省议会东叩。

6月20日，议会组织山东各界赴京请愿团
109人抵达北京，赴新华门总统府前递交请愿
书。大总统徐世昌推却不见，代表便跪倒新华
门外，号哭之声震天动地。三天后，徐世昌被
迫接见请愿团代表，但仍以民国外交困难相敷
衍。

6月28日，巴黎和会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专
使在国内压力下未到会，山东问题取得阶段性
胜利。

但山东问题依旧悬而未决。1920年1月中下
旬，日本驻华大使再次发难，向外交部提出交
涉，要求两国直接处理青岛问题。4天后，郑钦
和多位议员再向北京政府发电，反对中日单独
交涉山东问题，要求提交国联公开解决。3月中
旬，郑钦再以议会名义电告北京政府，坚决反
对同日本直接交涉，齐鲁百姓“宁化虫沙，不
甘鱼肉，三千万众，同此决心”。

6月末，郑钦代表山东议会赴北京求见大总
统徐世昌，意图陈述议会就山东问题的若干看
法。但徐世昌害怕向外界传递错误信号，拒绝
接见郑钦等人。

直到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山东问题才得到
妥善解决。而此时郑钦已经卸任议长。他的议
长生涯，始终围绕日占山东问题努力不懈，值
得肯定。

先劾督军，再罢省长
谁言议长似图章

郑钦在声援五四时，并未事事向张树元请
示汇报，已经开始摆脱张的控制。他转而和副
议长王朝俊一道，试图用议会制衡行政权和军
权。

根据当时《省议会暂行法》，省议会具有
审议、建议、质询和弹劾等多项权力。若省议
会发现省行政长官有违法行为，经三分之二以
上议员同意可通过弹劾案，经内务总长提请国
务会议惩办。

郑钦很快将这件利器用在了仕途“伯乐”
张树元的身上。

张树元自认议会在掌控之中，肆无忌惮地
贪污克扣军饷。1919年下半年，省财政厅科长
朱仲廉多方查证，先后搜集到张树元克扣、贪
污军饷300余万元的相关证据。他和议员积极联
络，准备借助议员在议会提起弹劾议案。议员
王乐平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也许是张树元平时倒行逆施已犯众怒，王
乐平在议会提出弹劾案后，竟未得任何反对一
致通过。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议员们迅速拟定
电稿，经与会的副议长王朝俊签字后，送至电
报局向北京发电揭发。但因为议长郑钦未到
会，电报局以没有议长签字为由拒绝拍发。时
人普遍认为郑钦为张树元的鹰犬，断不会签字
同意，更可能会把弹劾一事泄漏给张树元。千
钧一发之际，王朝俊认为郑钦急公好义，每临
大事不糊涂，一定同意此弹劾。王乐平遂将电
报送至郑钦处，郑钦见弹劾材料齐全无误，义
无反顾地签字，电报得以顺利发出。

12月26日，北京政府下令撤掉张树元督军
职务。弹劾一事进行得极为迅速机密，张树元
事先竟毫不知情。几至闻讯，已经无可挽回。
他大骂郑钦等人：“人家养狗看家，我养了些
猪，光知道吃食。”

“如果没有郑钦关键时刻急公好义，弹劾
张树元绝非如此轻而易举。伯父虽经张树元运
作上台，但并不依附张树元，唯是非为准。”
郑去鲁说。

约摸大半年后，议员万光炜弹劾省长屈映
光贪污劣迹。这次郑钦没有了举荐之恩的束
缚，立刻拍案赞成，签字发电，屈映光被弹劾
去职。

张树元被撤后，田中玉经国务总理靳云鹏
保荐任山东督军，不久又兼省长。田中玉借反
战情绪高涨，顺势提出“加赋一年，裁兵一
半”的议案，用加赋增收来作为裁军经费，伺
机从中渔利。但朱仲廉经过调查，发现军队虽
号称足额，其实普遍空额。去掉空额，根本不
需加赋，就能满足裁军经费。裁军一半，其实
是数字骗局。田中玉在议案表决前，妄图收买
郑钦等正副议长。但开会时，郑钦和张公制主
张用无记名投票进行表决，结果议员一致反
对，无一人赞成。1921年5月初，议会再度揭露
财政败坏的真相，不仅向田中玉提出质询，还
电请总统、国务院严查，让田中玉好生尴尬。
田中玉决意在第三届议会选举中，将这些绊脚
石悉数清除，郑钦自然首当其冲。

知事临朐，忧心匪患
饮恨落幕归故乡

接连弹劾督军、省长，山东议会的威名大
震，有人赠郑钦“急公好义”牌匾以示赞誉。

但自张树元被劾去职后，郑钦背后大树倒
塌，议长生涯其实屈指可数了。

1921年冬，议会定期选举，田中玉指使军
警便衣包围议会，选举未成，此后山东省议会
一直没有正副议长。直到1923年才完成旷日持
久的议长选举。德昌洋行经理宋传典花费20万
元当选议长，副议长陈鸾书和杜尚也是地主兼
资本家。

郑钦此时被闲置一旁，只能作壁上观。
1923年2月，他谋得一份差事，署理临朐知事。
他上任后调查临朐县情，发现县内中医水准良
莠不齐，因庸医误诊而丧命时有发生。他立即
组织800名中医参加资格考试，合格者授予官方
执照，准许悬壶济世。

郑钦在临朐，本想有番作为。但当年中
秋，红枪会夜袭临朐县署，释放被捕会员，焚
烧案件卷宗，杀死看守王守魁、文员马云岫、
巡长窦希清、警员王立昌。全县大震，纷纷指
责郑钦剿匪不力。

匪患严峻，郑钦整日忧虑，腿疾发作，几
乎无法行动。他四方发电，寄希望从临县借
兵，与本县官兵合力助剿，一举解决匪乱之
祸。但他身体每况愈下，故乡又传来噩耗，三
子四子赶集时遭绑架被杀。郑钦忧愤之余万念
俱灰，无奈于当年11月辞职回乡归隐。

1925年，郑钦病逝于滨县。周围12个村百
姓闻讯，将打麦场的碌碡悉数推到皂户赵村，
搭起台子帮助料理丧事。

如今，郑钦的形象在皂户赵村已模糊难
辨，村民只记得他的点滴故事。“郑钦人品很
好，不蓄私财，非常清廉，官当得大，架子很
小。每次回乡都坐牛车，到村口就下来走回家
里。路上碰到村民，客气地打招呼寒暄。”赵
庆云说道。

“伯父不重名利，临终嘱托，墓葬简单，
不需立碑，只种松柏。伯父过世后，伯母寡居
村里。以伯父的官位，他若想为自己贪点钱
财，给亲戚施点恩惠，还是很容易的。但我父
亲郑娥是他亲兄弟，一辈子都在村中务农，以
致连哥哥在外面究竟当什么官、做什么事都不
清楚，这不都是伯父清廉为官的见证吗？”郑
去鲁说。

“郑钦事迹如今隐晦不显，其实与不施恩
于亲有点关系。亲戚都在村中务农，自然没时
间没条件关注他在外面做些什么了。”一位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

■ 政德镜鉴┩倒的

他虽靠军阀操作出任山东议长，却不计一身荣辱，出淤泥而不染，被时人誉为“急公好义”。

郑钦：急公援五四 好义劾督军

□ 本报记者 鲍 青

进入20世纪后，腐朽的清廷和新兴的日本，
出现了较为一致的利益诉求：清廷为摆脱民族危
机，鼓励学子东渡扶桑，沐浴“欧风美雨”，学成归
国促进变法自强；日本和沙俄关系日益紧张，希
望趁清廷派遣留学生之际，培植日本在华势力。
两厢情愿之下，晚清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留日浪
潮。但事与愿违的是，留学日本的学子，更多地接
受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回国成为清廷掘墓人。而
日本则因为山东问题和中国矛盾日益尖锐，逐渐
走向战争。

1901年1月，清政府提出仿效西方设立新式
学堂。随即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

发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明确提
出“奖励游学”。1903年，清政府颁发由张之洞拟
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能在外国高校
获得文凭，可以授予“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
出身。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断绝通过科举晋身
仕途的渠道。与此同时，清政府决定对留学毕业
生进行考试，按考试成绩授予科名，给以官职，这
大大刺激了留学欲望。

而留学日本，则成为绝大多数学子的首选之
地。张之洞早在1898年就提出留学日本的优越
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
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西文，易通
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
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
对于财政奇绌的清政府和收入微薄的百姓

来说，留学的费用是地点选择的关键。当时留学
西洋，官费生每人每年得1200两白银，其中240两
学费，960两食宿零用之需。

而留学日本费用低廉许多。当时私立的早稻
田大学，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学生部”，预科
学费每年日银三十六元，折合白银十七两银子，
和欧美留学相比判若霄壤。

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把接纳清国留学生作为
一项战略工程来对待。甲午战争之后，俄国成为
日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日本在将主要军事目标
转向俄国的同时，也想方设法扩大对中国的影
响。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致函清政府

总理衙门，表示愿意接受200名中国留学生，并承
担费用。至于其背后的动机，便是培养日本的在
华友好势力。

另外，日本参谋总部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
也历访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及袁世凯等封疆
大吏，力陈派遣留学生学习的重要性。日本贵族
院议长近卫笃麿等人也趁游历中国之际，多方向
清廷要人游说。

日本教育界专门设立了相应的教育机构，吸
纳中国留学生。如弘文学院、日华学堂、东京同文
书院、振武学校、实践女校等，都是专为中国留学
生而建。为实施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早稻田大
学设立了中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开办五期法政
速成科；明治大学建立经纬学堂，除开设预备科、

警务速成科外，还举办师资速成科。专为中国人
学习日语而编著的书籍也大量出现，1900年—
1910年，这类书籍多达59种。

从1898年—1911年，有2 . 5万名中国学生跨海来
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被誉为“世界历史上以现
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

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本是清廷出于自强和
改良而派出的，却很快成为清廷掘墓人。他们在
学习文化知识之余，积极参与到海外革命中。他
们发行革命书报，宣传革命思想，踊跃加入孙中
山创立的同盟会，甚至回到国内参与和领导反清
起义。武昌起义后，在各省光复斗争中，留日学生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胜利后，全国
宣布独立的23个省份中，至少有17个省、区的都
督、革命军总司令或主要负责人是留日学生。

孙中山后来说：“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
会所得的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
到各省去宣传，便收辛亥年武昌起义。他们登高
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全国就统一，东京学生
实为中华民国最有功之人。”

而日本希冀通过善待留日学生，灌输日中友
好理念的努力，也随着二十一条、山东问题等事
件的发酵而烟消云散。中日关系也在恶化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以致爆发战争。

·相关阅读·

清廷为新政自强，派遣学子东渡日本学习技艺。日本为培植亲日势力，也不遗余力接纳中国留学生。

两厢情愿之下，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留日浪潮……

清末留日潮：事与愿违的两厢情愿

山东议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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