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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1918年），已经在北洋中央政府
任职的潘复开始着手实施已经筹谋多年的济宁
自辟商埠事宜。

潘复（1883年—1936年），今济宁市微山县
马坡镇潘庄人，幼年熟读经书，考取过清末举
人。民国建立后，他一边在北洋军阀政府内步
步高升，一度担任财政部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一边兴办工商实业，成为商界巨贾，对济宁近代
工商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埠，即“通商口岸”。这是清廷与西方列
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最为国人所熟
知的一个词汇，它表明了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列
强一国或多国开放的特定通商地区，以及约开
通商口岸中享有种种特权。而自辟商埠，则是
国家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其中的各项权利归
本国政府所有和主导。

自辟商埠，是在二十世纪初叶济宁士绅为
再造盛景、重铸荣光做出的又一次努力。

此前的六七十年间，济宁已从南北航运、商
业、军政重镇，急速沦落为一座被遗忘的边缘城
市。

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即1855年8月1
日，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决

口。黄水先流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
河入渤海。铜瓦厢以东数百里的黄河河道自此
断流，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
迹。这次黄河决口，不仅仅给山东带来了绵延
数年的灾荒和劫难，还截断了运河，截断了漕
运，截断了济宁繁兴了几百年的气运和生机。

此后几十年里，清政府几次试图重新打通
大运河的漕运航道，但有心无力，最终还是选择
了放弃。1901年7月2日，清廷颁布诏令，停止
征收和转运已经名存实亡的山东、江苏、浙江等
濒海且有运河通过省份的漕粮，改为征银。第
二年，清廷又裁撤了设在济宁的管理北部运河
与黄河事务的东河衙门。

运河断流，航运衰落，漕运谢幕，高官离散。
其实，从黄河截断运河开始，曾经人声鼎沸、舟楫
如云、商贾磨踵、衙门林立的济宁，就逐渐冷清起
来。裁撤东河衙门，不过是告诉济宁，从今个起，
在朝廷那帮人眼里，你没用了。天津、上海、青
岛、烟台等等那些临海的港口，还是即将沟通南
北东西的铁路实际上攥着国家的命脉。

这让富裕了几百年，风光了几百年，眼界和
胸襟也开了几百年的济宁士绅们失落之余，又
顶起那么一股子不愿服输认命的心劲，试图为
济宁，为自个，找出一条改天换命的出路来。

两年之后的济南开埠，让济宁士绅们看到了
希望。1904年5月1日，为避免德国依仗修建胶
济铁路之机，强行把济南纳入势力范围，山东巡
抚周馥与已经升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
联名上奏，请求在济南、潍县和周村三地自开商
埠。他们的共同想法是：“值此列强环伺、主权尽
失之时，尽快自开商埠，以免利权再失”。

饱受列强欺凌之苦的清政府，在5月19日
迅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济南就此自开商埠。
此前，济南是山东传统的政治中心，经济上只能
算一个三流的城市。开埠后，山东地方政府制
定了大量“通商惠工”的政策，加上胶济铁路和
津浦铁路交通枢纽的位置，吸引了国内外商业
资本纷纷涌入。各式洋办民办的银行、洋行、老
字号及商场，纷纷在商埠扎堆，济南工商业在国
内城市中的地位扶摇直上，一跃成为山东内陆
第一大商贸中心。

这让济宁士绅艳羡不已，但苦于本地既没
有上达天听、影响时局的人物，又失去了便利的
水陆交通条件，自行开埠暂时只能是一个奢望。

那就先争一条铁路吧。
1908年8月，历经十余年波折的津浦铁路终

于开工。这条铁路还在筹划时，济宁士绅就极为
关注，认为如果铁路能过济宁，不仅能弥补失去
的大运河之利，更能为济宁的发展打开一个崭新
的局面，“设轨线一旦交通，南北商货多一伟大销
场，于实业前途，关系甚大”。他们寻机向当局申
述铁路过济宁之利，请求津浦铁路过济宁。

但就在铁路开工数月后，翘首以盼的济宁
各界，被泼了一头冷水——路线弃济宁而就兖
曲。济宁士绅“大愤而哗”，决定力争津浦铁路
改线济宁。

其时，潘复在他父亲潘守廉的扶持下，已经
在当地名声鹊起，俨然成为地方士绅的领袖人
物。他和袁景熙被推举为济宁地方代表，前往
北京游说。

济宁乡绅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杨毓泗，从日
本留学归来不久，在京担任侍讲学士。潘复等
人在和他商议后，决定内接于情，外借以势，先
以同乡之谊面谒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吕海寰，再
由杨毓泗等人，以山东同乡全体京官的名义，提
出正式要求。

吕海寰认为借着山东士绅公意的名头，改
线济宁也有可能。于是，他委派津浦路北段总
办李德顺，带工程师前往勘测线路。可惜李德
顺营私贪污事发，连带吕海寰也一起下台。

济宁士绅并未气馁。1909 年8月2日，清
廷命徐世昌为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或许是相信
新官会有新景象，更弦易辙的机会更大，济宁士
绅精心准备，再行上书当局要求改道。他们选
派调查员，对要改道的新线作了调查，绘制图
说，再次推举袁景熙、潘复等人，赴京津呈递说
帖和测绘图，陈说要求津浦铁路改道的理由。

经过多方游说，督办大臣徐世昌下令让人重
堪线路，看看改路方案是否可行。但德国工程师
重勘后认为，以干线绕济宁有诸多窒碍，不如在
兖济间修筑一条六十里支线，既能保证津浦铁路
主线的顺利施工，又可以部分满足济宁士绅所
请。这一方案，得到了督办铁路大臣的允准。

1912年，在津浦铁路全线通车的同时，兖济
支线也顺利竣工。济宁各界争取津浦铁路改道
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争得了兖济支路的修筑，让
济宁搭上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列车。自漕运断
航之后，济宁不断下坠滑坡的局面为之改观。
所以潘复在《争路小记》中最后说：“代表此行，
谓之毕功可也，谓之失败可也”。

对潘复来说，这次“争路”还为自己争来了
一条快捷官路。事后不久，潘守廉就介绍儿子
潘复，到同科好友江苏布政使陆钟琦账下谋

职。陆钟琦耳闻潘复“争路”中的作为，非常赏
识他的才华，所以慨然应允。

潘复也不负其所望，文采谋略样样出彩，给
陆钟琦颇多助益。1911年10月，陆钟琦升山西
巡抚，让潘复随其上任。23天后，山西新军响应
武昌起义，陆钟琦全家被杀，潘复不得已逃回老
家。1912年，他先赴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谋得一
职，很快又转投江苏都督程德全府下供职。此
间，因修改了呈文中的十八个字，协助程德全讨
要到军饷，潘复暴得大名，被誉为“江北才子”。

1913年1月，潘复回到山东。山东都督周
自齐委任他为山东实业司司长。3月，潘馥加入
统一党，与周自齐、靳云鹏同为山东支部负责
人。11月，潘馥又改任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
筹办处总办，兼办山东水利，筹办处驻济宁。

1915年，周自齐任财政部总长，潘复随任为
财政部参事。1916年，潘馥调任全国水利局副
总裁。

潘复官运亨通之际，早年投军的济宁人靳
云鹏、靳云鹗、熊炳琦等，也在社会的巨大变革
中崭露头角，跻身北洋政府上层。到1918年，
济宁人在北洋中央政府和山东地方政府中，都
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这就让潘复等人，看到
了申请济宁自辟商埠成功的希望。

促使潘复等人要把争取济宁自辟商埠提上
日程的，还另有原因。一是潘复、靳云鹏等人，
联合家乡的士绅和商人，办了不少的实业，如济
丰面粉厂、济宁电灯公司等等。他们很希望直
接与外国人做生意，购买设备，扩大市场，分享
通商利益。二是1914年，龙口自辟商埠。如果
说济南开埠，济宁人还只能望而兴叹。龙口一
小小地方，无论人口、土地、商贸，还是对外交
流、历史地位，都远不如济宁，它尚能自辟商埠，
这无疑给了济宁人很大的自信心。

或许在潘复等人想来，中央有人，省里有
人，本地有铁路、有生意、有货物，此前有先例，
济宁自开商埠岂不是也能像济南、龙口一样，一
个呈文上去，顺顺当当就成了？

可是，没成。事情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济宁
士绅们的预料。

1918年，潘复和靳云鹗作为发起人，邀请济
宁乡绅及工商界人士，商讨筹办济宁自开商埠
诸事，将拟定的有关章程等事宜，向山东省政府
递交了呈文。

根据《实业杂志》所刊《济宁绅商呈请自开
商埠》一文记载，潘复等人陈述了三条自辟商埠
的理由：

其一，交通便利。“济宁地当南北孔道，水陆
通衢。在昔为河督驻节之所，商业素称繁盛。
近则设有道署，并建有兖济支路，与津浦路相联
络。北通京津，南至江浦，东则达于沿海口岸，
与外商向有往来。近复有濬疏运河计划工程告
竣，又可遵循河道，北抵燕冀，南下江淮。轮毂
交通便利特甚”。

其二，本地物产丰富、商业繁盛。“且济宁及
附近各处，地多膏腴，所产物品，颇多出口。外
商亦有托华商在济设庄购办土货。而入口各
货，由济南等处转运而来者亦复不少”。

其三，避免外国人抢占先机。“且可谋地方
商务之扩张，以杜外人之觊觎”。

开辟商埠的方法，则参照龙口先例。政府
成立商埠局，掌管行政职权；具体购地建设运营
等事项，则成立商埠建筑公司来负责。商埠范
围“自林家桥（东关）起点，沿运河南岸两闸口
（南门外）以达大李家庄，计长二十余华里，宽十
余华里”。考虑开埠所需款项巨大，国家财政困
难，潘复等人在呈文中说，济宁士绅愿意募股筹
资经办此事。

经过运作，1919年12月，山东省政府将此
事项立案。就在这一年，靳云鹏当上了北洋政
府陆军总长，9月24日又代理刚辞职的龚心湛
任国务总理。

善于钻营的潘复，看到了官运红途即将大
开的机遇，全部身心投入到京城官场的周旋，济
宁开埠一事就放在了脑后。靳云鹗则升任第八
混成旅旅长，驻军郑州。在军阀派系争斗中，他
为自己的前程焦灼不安，也没心思顾及此事。
1919年的山东省政府，正处在巴黎和会搅动的
巨大政治旋涡的中心，焦头烂额，顾此失彼。既
然没有头面人物追问督促，济宁开埠一事自然
就被扔在一边。

1920年8月，靳云鹏第二次组阁，任国务总
理兼陆军总长。潘复则受邀担任财政部次长，
兼盐务署署长、山东省筹账会会长。新到任的
山东省长田中玉和靳云鹏交好，又与靳云鹗同
属晥系，都是吴佩孚的部下，有事自然好商量。
所以，在停顿了将近两年之后，1921年初，济宁
自开商埠的呈文，被送上田省长的案头。3月
份，即转呈北洋政府有关各部核查。

各部核查后，由内务部领衔，外交、司法、农
商、财政、交通等部与税务处一起，将同意济宁
自辟商埠的呈文，提交给了大总统徐世昌。在
开办费用方面，潘复所在的财务部，一边抱怨

“中央财政异常支绌，现款难筹”，一边还答应
“拟先由部垫发国库二十万元，以资应付”。

呈文之中唯一被驳回的，是设置海关征税
这一项。“济宁开埠虽拟照龙口办理而其地势位
于内地，与龙口之濒临大海者，决不相同。转与
济南地势相仿佛。济南自辟商埠至今，迄未设
有海关，将来济宁开埠，只可援照济南前例，暂
不设关”。各部还建议准许济宁先开埠，有关事
项可在开埠后由山东省署详细筹备。

1921年4月22日，徐世昌批准了呈文。山
东省署即安排济宁县知县筹备此事。济宁即将
开埠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英美烟公司
月报》《实业杂志》等报刊，都刊发了消息。这也
是《济宁商业志》等史书中，确认1921年济宁开
埠的原因。

然而，济宁开埠一直没能落到实处。
根据潘复等人的筹算，开办资金约为百

万。在北洋政府批文后，财政部的开办资金一
直没有到位，山东省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所需
开办资金，惟有依靠募股筹款。可是经多年军
阀洗劫，本地工商业都勉为其难，惨淡经营，筹
款极不顺利。

此后不久，靳云鹏、潘复等人，在军阀倾轧
中自顾不暇，逐渐退隐津沽，自然削减了推动此
事的影响力。

1922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许钟璐为济宁商
埠总办，道尹王鸿遇为会办，县知事周礼为坐办，
正式筹办济宁开埠事项。但直到1923年2月，北
洋政府才勉强拨了一万元官款，给商埠局做筹备
经费。许钟璐也只能和王鸿遇、周礼商议，强行
募股筹资。“由道署派员，分赴各县劝募”。

两个月之后，因“黑幕层出，甚至有强迫认
股，及按亩按户摊捐情事”，筹款筹到了激起民
愤。省参议员李文林等提出议会决议，要求山
东省署停止了此项虐政。

筹款不能，官款不给，商埠局内各色人等，
见筹备商埠前景黯淡，于是各谋出路。1924年
1月，许钟璐调任胶东道尹。此后，再也没有人
接替商埠局总办一职，济宁商埠局名存实亡，开
辟商埠一事完全停顿。

之后的两三年内，济宁士绅屡次聚议，想重
启此事。潘复也一度就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
交通总长，可是北洋政府已到了苟延残喘，朝不
保夕的命数。地方军阀更是只求盘剥劫掠，恨
不得刮地三尺，根本不顾及地方发展。济宁商
埠区，终究没有真正开工建设。

1926年刊印的《济宁县志》书中，《济宁城厢
图》标记了筹划中的济宁商埠区边界，是济宁商
埠开而未建的佐证。编纂者在《济宁县志·实业
篇》开篇语中慨叹：“济宁地滨运河而又以兖济
支路交通南北，迩年来商务渐兴，田价倍增，工
业亦目有起色，再能扩而充之，俾运河疏通，商
埠开辟，蒸蒸日上，后此者其未有艾乎？”失落之
情、怅惘之意，溢于言表。

1928年，北伐军进驻济宁。战地政务委员
会委派专员孔祥仁调查济宁商埠情况，“济宁商
埠，筹办有年。曾经耗费巨资，迄无成效可睹，
兹派该员克日驰赴该地，会同该县县长。将商
埠筹备情形，详细查明具报，以凭核办”。

孔祥仁在详细调查后上报说，济宁商埠“自
开办至今，其中筹备期间，历时不过半年之久，
共费官款一万余元，实无成绩之可言”“该埠工
商业屡受军阀之摧残，交通之滞碍，其商业凋敝
已达极点”。更有甚者，当初测绘的商埠四至地
图也已经遗失，无从查找。他建议“商埠局似应
早日恢复，遴派干员，速行筹备，继续工作以谋
工商业之发达”。可这份建议泥牛入海，直到国
民党政权退出大陆，济宁开埠一事都再无消息。

从1918年到1928年，以潘复等人为首的济
宁士绅，为了能繁荣地方，让家乡再度兴盛发
达，在济宁自开商埠这件事上忙活了十年，最后
落得一场空。

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济宁自开商埠仿
佛就是近现代中国士绅地主阶层谋求救中国的
一个缩影，寻求外力，公心私心间杂又私利当
先，民心离散，终逃不过失败的命运。

①1926年济宁城厢图
②潘复
③靳云鹗
④《济宁县志》实业篇开篇语

⑤《济宁县志》有关争路的记载
⑥《济宁县志》中杨毓泗等人给津浦铁路督

办大臣的呈文
⑦⑧1920年《济南商业杂志》中登载的济宁

将要开埠的消息
⑨1920年《实业杂志》登载的济宁自开商埠

的消息
⑩1921年《农商公报》刊登的内务部等各部

就济宁开埠给大总统的呈文
1921年《英美烟公司月报》登载的济宁开

埠计划的消息
1922年4月《外交公报》刊登的商办济宁

商埠章程
1922年《农商公报》刊登的任命许钟璐为

济宁商埠局总办的大总统令

十年未竟意难平：济宁开埠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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