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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产生过无数

个国耻日，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九一八”、“七七”等

等，但是，对于“五九”，这个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第

一个屈辱的国耻日，却少有人知道。追溯“五九”国

耻纪念日的由来，有助于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爱

国情结。

一 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
1915年欧战正酣，日本帝国主义乘欧美各国无

暇东顾之时，乘机谋夺我国领土及权利，于1月18

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并于20日，正式

向外交部致送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此后，从

1915年2月2日到4月26日，中日双方共计召开了

25次正式会议，进行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其间，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也作了适当的努力，

提出了几次修正案，与日本进行周旋，甚至作出了

种种让步，积极与日谈判，以期和平解决，但是，日

本政府于1915年5月7日，发出对袁世凯政府的最

后通牒，迫使中国签字。巧言，日本政府与中国谈

判是为了维护东亚和平，巩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

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种种让步，力图圆满和平解

决，但是，双方依然无法达成共识，认为已经没有继

续协商的余地，“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

前此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

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

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

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

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中关于

福建省公文互换之文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

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帝

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于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

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

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

段，合并声明。”[1]

对于日本的步步紧逼，袁世凯也是苦不堪言，

适值袁世凯蓄谋帝制之时，欲利用外援镇压革命势

力，协助自己登上皇帝宝座，于是在5月9日，答复

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中国政府为维持东亚和平起

见，对日本国政府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除

第五号中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其第一号、第二号、第

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问题以

公文互换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

载者，并照日本政府所交最后通牒附加七件之解

释，即行应诺。”[2]关于“二十一条”的原文内容，总括

可分五项：第一项是要攫取我山东境内从前德国所

掠夺关于港湾铁路，矿山租借地等等让与权；第二

项是要积极吞并我满蒙；第三项是要攫取我汉冶萍

公司产业之处分权，及附近矿山之开采权；第四项

是要预备囊括我沿海所有港湾与岛屿；第五项是要

垄断我国军警财政交通文化等项内政。后来，经过

双方文字修正，于1915年5月25日，中日条约正式

签署成立，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签订，又一个国耻日诞生了。

二“五九”国耻纪念日的提出
1、“五九”国耻纪念日的提议

“二十一条”虽经袁世凯签认，但未经合法机关

国会通过，全国国民无不痛心疾首，认为承认“二十

一条”无异于自甘亡国，中华民族便无生存之可能，

表示激烈反对。要求废约决战，用自伤和自杀来唤

醒中国人民，储金救国，强大国家财力，拯救民族危

亡，世世代代永记“五月九日”这个耻辱的日子。一

些社会团体甚至决定将这个日子定为国家的国耻

日，也就是“五月九日国耻日”。

（1）商会的“五七”国耻纪念日

1915年5月12日，京师总商会通电全国商会，

日本利用欧洲战事，提出苛刻条件逼迫我国承认，5

月7日竟然用武力作为最后的通牒，要求中国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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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九”国耻纪念日，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屈辱的国耻日。这个由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引发的国耻纪念日，

从民间自发纪念开始，到最终成为“国定纪念日”一步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追溯“五九”国耻纪念日的由来，有助于彰显时

人的爱国热情，从而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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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时内承认，否则立即进兵，强夺我国的生命财

产从而灭亡中国，我国是在国家贫弱民力不足而委

曲求全才答应日本要求的，我国深受此次侮辱，“五

月七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3]

不久，北京商界数人，决议联合各界发起五七会，专

门以纪念国耻，振发民心为宗旨，提议每年五月七

日开纪念会一次，以志不忘，每月七日为常会，并且

准备组织改良戏曲及游行演讲，教育社会各界人

士，勿忘国耻，共同奋斗。[4]从此，人们记住了“五月

七日”这个国耻日。

（2）教育联合会的“五九”国耻纪念日

1915年5月13日，天津教育联合会开闭幕会，

讨论将天津教育联合会定于每年五月九日开会，借

以纪念我国此次对日交涉失败。[5]不久，天津教育

联合会通电全国教育界，决议为了纪念国耻纪念

日，于每年五月九日作为开会日期，以期唤起国民

自觉心。[6]江苏省教育会，通电各县教育会，中日交

涉虽然已经解决，但是我国人民应当永远都不要忘

记这个国耻，所以，通知本省各学校，以每年五月九

日为国耻纪念日，职教员等集合学生，将此次中日

交涉情形讲述一遍，加以学习，此次交涉我国蒙受

大难，国人应发愤自强，为国雪耻。[7]至此，“五月九

日国耻纪念日”诞生了，每到这一天，人们不约而同

地采取不同的方式纪念国耻，提示人们永远不忘国

耻，为雪国耻而奋斗。

对于国耻的“五七”和“五九”，因为人们的认识

不同，有这两种说法。当时，世人就讨论过这两种说

法，以期形成统一，多数人认为，所谓国耻，就是因为

外国的侵略而使国家蒙受耻辱。五月七日是日本提

出最后通牒的日子，要求中国政府最迟在五月九日

下午六点答复，否则就要发动战争，强取豪夺，中国

政府无奈之下，委曲求全，于五月九日答应了日本提

出的“二十一条”。因此，准确来说，中国答应日本提

出的苛刻要求的一天，才是中国蒙受耻辱的开始，所

以，“五月九日”才应该是真正的国耻纪念日。

2、推广“五九”国耻纪念日

自从京师商会联合会和天津教育联合会，提出

“五月九日”作为国耻纪念日以后，大家纷纷讨论采

用各种办法纪念国耻，推广国耻，以期国人永远铭

记，勿忘此耻，戮力同心，誓雪此耻。

（1）召开国耻纪念会

推广国耻纪念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召开国耻

纪念大会，将此次交涉失败的前因后果讲述一遍，

让世人尽知中国的屈辱。自交涉解决后，中国人民

不断的召开国耻纪念大会，以通告国人，其中，表现

最活跃的就是中国的青年学生。

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学生，于1915年5月18日

发起学界国耻自励实践会，指出，五月九日，是我国

五千年来的奇耻大辱，此次交涉，日本竟不废一兵

一卒，仅仅用威势就掠取了我国诸多国家主权，实

属奇辱，作为国民一份子应该刻苦自励，以谋将来

的反抗。大多数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他们认为中

国外交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国家贫弱，不能作为战

争的后盾，于是，发起救国储金，增加兵工厂，编练

海陆军，兴办实业。但是，有些人，仍然噤若寒蝉，

嬉戏如故，大祸临头而不知自省，心如死灰而不可

救药。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行动，团结起来，为国雪

耻。实践会还强调了学生的重要作用，认为学生是

任重致远的代名词，国家社会的中枢，不可轻视，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救亡图存当从现在开始，于是，各

位同学磋商规则，作为以后立身行事的方针，“每日

课余默诵本月初七号日本最后通牒一遍 ；凡用品俱

本国货物如本国无者须由本学校校长或地方行政

长官代买；每学期储金一元（愿多储者听便）随学费

交纳由本校会计代收汇存国家银行但高等小学生

半之初等小学生听便；每日须完全了解遇有疑难者

由同学疑难研究部答复之但以课余为度同学疑难

研究部之组织另订之；须戒净一切嗜好其细目另订

之（此条最为重要因储金概取诸此项故也）；每礼拜

三祷拜六添兵式体操各一点钟须按时操练，以上六

项凡在学学生永续遵守如有逾者由同学监察部举

发管理员惩处之监察部及惩罚规则另定之”，从而

培养学生独立的精神，保持国家品格，以图来日救

国。[8]

广州全体学界也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各校学员

及各团体均派代表参加，会上各代表纷纷发言，陈

述此次中日谈判情形，中国失败惨状，提出学生要

努力学习各科学术，普习兵操，勿忘国耻，坚持到

底，誓雪国耻，并提出纪念国耻的办法：（一）用白油

黑板上书五月七日国耻六字（二）国文教员多出激

发国耻题目（三）图画教员多写国耻纪念品物（四）

设世界大势调查会。[9]

此外，广西梧州中学，上海闸北务商中学俱乐

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等等，均召开国耻纪念会，号

召各界毋忘国耻，奋发救国。

（2）广印“五九国耻纪念”字样

为了激发国人的爱国心，已达到触目惊心的效

果，众人提议将“五九国耻纪念”、“勿忘国耻”、“国

耻纪念日”等等字样，印刻在日常生活用品上，以唤

醒民心，铭记国耻，为雪国耻团结一致，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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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奋斗。

北京周筱侯，致函某京报称，中国人民应当将

五月七日视为国耻，所以请各报界每天在报端书写

“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字样，直至洗刷国耻之日，或

者逢每年的五月七日就书写，这样使我国四万万同

胞永远不忘雪耻的责任。[10]

湖南省群智学校同学国耻会提出，“（一）函请

各报馆杂志社于其报名上加刊勿忘国耻四字（二）

函请各帮商董劝告各店铺以后包货物之纸及招牌

上加勿忘国耻四字（三）函请各戏院于戏单上加刊

此四字（四）函请纸业制造此四字之信封信笺及课

本（五）函请商务中华等大书局以后各种教课书籍

俱于封面上加印此四字（六）函请各学校于校牌及

旗帜上俱加书此四字以期触目惊心”。[11]

此外还有多种说法，将关于国耻纪念日的字样

镌刻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如，信笺上，鱼雁往来为用

甚广施以采画最易动目；手帕上，男女老幼随身携

带花样翻新刻刻念着；磁器上，壶碗瓶碟人人必需

汤之盤铭意亦犹是；钞票上，十元五元人人怀着一

纸流传收效奇大；提灯上，夜来燃烛大放光明一经

寓目便可警醒；雀牌上，国耻纪念可作四风铭心刺

骨钦恨无穷。此外如戏馆戏单上，妓院门帘上，商

店发票上，通用之日历上。[12]还有人提议，仿照中华

民国“国”字的图样，写出“耻”字，将其印刻在化妆

品中装胭脂水的瓶塞下，小孩头上及颊上，男女老

幼的两太阳穴上，书妆镜上，银钱上，结婚证书上，

等等。[13]方法可谓其多，真可谓触目惊心。

还有人提议将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的一些习俗

进行改良。以前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在家里的墙

壁上贴上钟馗魁星等符，表示驱邪降幅，现在应该

改贴国耻纪念的字样，改喝熊胆汁来代替除毒的雄

黄酒，在小孩头上书写国字来代替原来的王字，使

之不忘祖国的将来，为国尽力。[14]可见，时人为了能

永远铭记这份奇耻大辱，以期来日雪耻，拯救民族

危亡，作出了种种努力。

（3）出版图书

人们为了让国人了解中日交涉的所有经过，使

中国人民永远记住此次中日交涉的国家耻辱，永远

不要忘记“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提议将整个事件

的经过编纂成书，以便国人查阅，代代永传，勿忘国

耻。湖南省甲种商业学校学生左荫棠等，发起的组

织国耻图书报，就将中日交涉经过及失败一切状态

绘画成图，并用浅显文字说明事实，张贴在通衢，希

望社会的中下等人能清晰明了的认识中日交涉，使

国耻纪念印入人们脑海中，为国家的未来努力。[15]

图书《中国最近耻辱记》详细记载了中日“二十一

条”交涉中，日本要求的原因及详细条文，历次会议

经过以及世界各国的态度，政府情形，人民反应等

等，所有关于此事的文章纪事，电报，书函，无论是

公团党会，还是政客国民，只字片语全部搜集进来，

全书共十万多字，可以说是查阅国耻纪念的最重要

的书籍。[16]

自从社会团体提出“五九”国耻纪念日后，社会

各界人士纷纷采取不同的方式，持续“五九”国耻纪

念日的宣传，使人们永远记住中华民族耻辱的一

天，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共同协力，以雪国耻。

三“五九”国耻纪念日的确定
随着中国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实现

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五九”国耻纪念日的重视程

度也大大提高了。1929年7月1日中央第二十次常

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五月九日

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列入其中，规定“由各地高校

党部召集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代表举行纪念并全

国下半旗以志哀耻不放假”。[17]同时在会上通过的

还有《革命纪念日纪念式》，明确规定了“五月九日

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的纪念史略，仪式以及宣传

要点。“纪念史略——民三年冬当欧战及袁贼酝酿

帝制的时候日本派兵占我青岛进逼济南并于翌年

一月十八日向北京政府要求二十一条其中侵略南

满东蒙山东福建权利甚巨于民国四年（即西历一九

一五年）五月七日向我提出最后通牒以威胁卖国残

民之北京政府时袁世凯帝制熏心为其屈服卒于九

日签字但我全国民众永誓否认。仪式——各地高

级党部召集各机关各学校及民众团体开代表大会

举行纪念全国下半旗不放假。宣传要点——一、讲

解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二、二十一条全文之讲

述；三、袁世凯卖国真相；四、讲解本党对外政纲并

阐明其真义”。[18]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对“五九”国耻

纪念日的重视，将国耻纪念日归入中央的革命纪念

日中，提出纪念指导，使“五九”国耻纪念日的纪念

活动渐渐走上规范化。

1930年7月10日，第三届中央第一○○次常务

会议通过修正的《革命纪念日简明表》，明确将“五

月九日国耻纪念日”归入“第一类国定纪念日”中，

并明确规定纪念办法“全国党政军警各机关团体学

校一律分别集会纪念停止娱乐宴会并由当地高级

党部召开民众大会兼作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不放

假”[19]，同时通过的《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

中，完善了纪念史略和宣传要点，在原来纪念史略

的基础上添加“日本及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尤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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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之上海惨案，同年六二三之沙

基惨案及民国十七年五月三日之济南惨案，皆我全

国同胞之奇耻深仇，凡此皆不平等条约为厉之阶。

民元前六十五年（公历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因鸦片战争失败而订立之南京和约割香港开广州

等五口通商，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实为帝国主义者

迫我中华民族订立不平等条约之第一次，民元前十

一年（公历一九○一年）九月七日订立之辛丑条约，

赔款五百四十万两，以北平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域，

禁大沽一带筑炮台，并强行驻兵平津，此为不平等

条约之最厉害者，是皆为我全民族卧薪尝胆永誓不

忘之国耻。”同时，宣传要点也得到了完善，“一，讲

述“五九”“八二九”“九七”国耻及“五三”“五卅”“六

二三”惨案之始末；二，讲述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之

经过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意义；三，讲述帝国主义

者对华之野心；四，解释本党对外政纲并阐明其意

义”。[20]

由此，“五九”国耻纪念日由民间自发终成为南

京国民政府的“国定纪念日”，正式走上正规化，从

此，“五九”国耻纪念日正式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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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Wu-jiu”National Humiliation Day

TANG Xin-zhu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

Abstract:“Wu-jiu”National Humiliation Day，is the first humili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humiliation that caused by the“Twenty-one”between China and Japan，began with civil spontaneous memory，at
last，was identified“National Day”b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n，the memorial had been achieved
normalization.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Wu-jiu”National Humiliation Day，helps us highlight the patriotic
enthusiasm of the people at that time，and stimulate people’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atriotic feeling.

Key words:“Wu-jiu”；National Humiliation；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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