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5月31日在日本东京一家杂货店拍摄的储备米。 新华社/路透

1918年日本冈山发生“米骚动”。

抗议行动最先出现在日本海沿岸
的大米产区之一富山县。1918 年 7
月，在当时的富山县东水桥町，一群
搬运米袋的码头女工围堵了米商向
外地运送大米的仓库，她们高呼“停
止运米！我们要活命！”8 月，富山县
西水桥町近 200 名居民围堵米店，而
后富山县东水桥町与富山县滑川町
千余人组成人墙拦截运米船，并成功
迫使米商将米价从每升 50 钱（100 钱

合 1 日元）压低到 35 钱。这些人的抗
争行动鼓舞了其他城市的人，抗争行
动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

8 月，京都市柳原町的贫民砸开
米店大门，强迫米商以 30 钱一升售
米。同时，名古屋市约 2 万民众涌入
市中心的鹤舞公园，高呼“反米价暴
涨”的抗议口号。同月，《大阪朝日新
闻》刊登一篇煽动性报道，称大阪铃木
商店“囤积大米牟暴利”（后该报道被

证实为捏造），愤怒的大阪民众将这家
商社的总部围堵，当日参加围堵的人
数超过23万，大阪全城几近瘫痪。

政治中心东京也发生了抗议活
动，8 月，市中心日比谷公园聚集了
2000 余民众参加抗议集会，警察赶来
制止。在双方对峙过程中局势升级，
参与集会的民众愤怒打砸警察局、烧
毁车辆，直到两天后，这场混乱才在
政府的强力镇压下逐步平息。

在各地“米骚动”抗议的影响下，
饱受米价上涨之苦的煤矿工人也开
始通过罢工示威的方式寻求提高工
资，却遭到资方和政府的打压。8 月
中旬，在山口县宇部村，3000 余名矿
工罢工抗议未果，愤怒地打砸矿主宅
邸与商店 ，遭到血腥镇压 ，多人身
亡。在福冈县添田町峰地煤矿，众多
工人集会抗议，被当地军警驱散并殴
打。

砸米店、抢粮仓、组织集会活动，
日本各地接连爆发抗议和骚乱，至 9
月初已涉及数百万人。

应对此起彼伏的骚乱，日本内阁
推出的各种措施也堪称“灾难”：民众
抗议后虽然仓促颁布“谷物征收令”，
却并未真正执行。8 月宣布投入 1000
万日元以平抑米价，两周后却又突然
撤回资金，导致米价再涨、骚乱升级。

千余人组成人墙拦截运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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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国性“米骚动”
彻底动摇寺内正毅内阁的执政基础，
在举国声讨中，藩阀勋贵出身的寺内
正毅1918年9月以身体不适为由辞职。

9月底，在众议院占据相对多数席
位的政党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就任首
相，平民出身的原敬作为第一位无爵

位首相，其上台和组阁意味着日本政
治格局的重大变革。明治维新以来一
直被藩阀勋贵垄断最高权力的时代宣
告终结，政党政治与民意诉求站在了
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央。

与此同时，民众充满愤怒的抗争最
终换来了回报。在抗争活动激烈的富

山、京都、名古屋等地，米商迫于压力开
始售卖低于市价的大米，富山等大米产
区的米商也不再肆无忌惮地向外运米。

1918 年的这场“米骚动”，造就了
该国首位“平民首相”，也让后人深刻
认识到民生问题对国家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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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首相”诞生

近日，中国2025年青少年U系列场地自行车锦标赛
举行。如今，骑行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时尚运动与社交活
动。在将其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之前，自行车更多是一种
交通工具。很多人难以想象，两百多年前，刚刚诞生的

“自行车”没有脚踏板，完全依赖骑行者的双脚“蹬地驱
动”，被戏称为“跑步机”。

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出现
在德国，发明者是巴登大公国贵族卡尔·冯·德莱斯。
1817年，德莱斯对原有的四轮车技术进行改良，制作出世
界上第一辆两轮并行、可操控方向、需要骑乘者“平衡驱
动”的交通载具。

德莱斯研发“自行车”的初衷是为马车寻找“平替”。
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喷发令全球陷入气候异常——大
量火山灰遮住阳光，导致气温骤降，因此1816年史称“无
夏之年”，庄稼严重歉收，马匹大量死亡。

与现代意义上的自行车相比，德莱斯的发明堪称“简
陋”：这种载具没有踏板，仅仅是在一套木质车架上装上
一对木轮，再配上一个简易车把、一块供人坐下的皮革软
垫。这台“自行车”行进需要乘坐者用双脚“蹬地驱动”，
因此又被称作“跑步机”。

虽然技术不成熟，但在当时“跑步机”已具备一定商
业价值：1817年6月，德莱斯进行了一次“试驾”，骑行13
公里只用了不到1小时，这个速度已经超过很多当时的马
车。1818年，德莱斯为他的“跑步机”成功申请专利。

“跑步机”问世后在英、法等西欧国家风靡一时。商
业嗅觉灵敏的英国马车制造商丹尼斯·约翰逊对德莱斯
的原型车进行改良，并将改良后的车型命名为“轻便步行
车”。通过高明的营销手段，他将新品推广到伦敦上流社
会，为此还专门开办了骑行学校。由于新品受到众多寻
求新鲜事物的贵族、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欢迎，这款“步
行车”在当时又被社会舆论戏称为“公子小马车”。

英国一些地区甚至还出现了竞速赛，这类赛事既包
括骑行，也包括“步行车VS马车”的对决，比赛结果还会
登上当地报纸。后来，这股时尚风潮传播到大洋彼岸的
美国。美国《纽约邮报》1819年5月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
道，“新发明的‘代步机’近日在中央公园与百老汇现身，
围观群众为之瞠目。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凭自身
之力就能如此轻快行进。”

不过，初代“自行车”很快暴露出自身设计的局限，它
不仅特别“费鞋”，而且在路上对行人“不友好”，容易发生
碰撞事故。很快，一些城市就出台相关限制措施，到19世
纪20年代，德莱斯的“跑步机”基本绝迹。在之后的30多
年间，骑行载具屡有创新，但新发明多为三轮、四轮甚至

“大小轮”设计。
19 世纪60 年代，法国发明家欧内斯特·米萧与皮埃

尔·拉雷蒙德打造出首款脚踏板驱动的两轮车，自行车的
进化才“回归正轨”。不过，法国人发明的“脚踏车”是将
踏板置于前轮，车身较为笨重，轮子也是金属打造。如果
在颠簸的路面上骑行，没什么减震设计的车子会把骑手
震得浑身疼，为此它又被形象地称为“震骨器”。

汲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英国实业家约翰·斯塔利
1885年推出了“漫步者”自行车，这在世界自行车发展史
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款产品前后轮大小一致，车
轮加入了减震设计，能更好适应路况，其模样与今天常见
的自行车已非常接近。媒体评价“漫步者”的稳定性极
高，与之前的产品相比，算是“真正具备实用价值”。

随着技术的成熟，自行车在1889年至1899年十年间
大量普及，并间接带动道路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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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米骚动”让日本首相下台

人们骑着早期的“自行车”出行。

寻找马车“平替”
德国贵族研制“自行车”

作为日本江户时代建立的重要大
米交易中心，大阪堂岛米市留下的关
于 1918 年米价的记录令人触目惊心：
1月，每石（100升、约合150公斤）米约
15 日元；8 月，每石就升至约 50 日元。
而当时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做买卖的
小业主等，辛苦一个月也不过挣18到
25 日元，这意味着买一升米就要花掉
近半天的收入，养家糊口变得异常艰
难。

米价飞涨的背后，是政治、经济与
社会发展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大力发展工业，
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当工人，
农村劳动力开始短缺，稻田开始减少，
日本粮食自给率迅速下降。1917年日
本找借口出兵西伯利亚，更是刺激投
机商囤积居奇，让米价疯狂上涨。

面对如此情况，时任日本首相寺
内正毅并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日

本政府最初放任米价疯涨毫无作为，
虽然寺内本人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忧心
忡忡，但内阁颁布的相关“大米控制
令”形同虚设，政府的全年救济预算也
仅有3.5万日元，相较于民生需求无异
于杯水车薪。米店门口牌子上的米价
不断跳涨，主妇们手里的积蓄越来越
少，百姓家里的米缸逐渐见底，对饥饿
的恐惧和对现实的不满持续堆积后最
终爆发。

养家糊口变得异常艰难

日本近期陷入“米荒
危机”，米价居高不下让
民众对日本政府愈发不
满。“民以食为天”，作为
重要主食，大米的安全关
乎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
展。历史上，日本就曾因
为大米价格疯狂上涨发
生社会动乱——1918年，

“ 米 骚 动 ”风 暴 席 卷 全
国。那年夏天，日本大米
的价格如同脱缰的野马，
人们攥着空米袋围堵粮
店，码头女工用身体阻挡
运米船出港，民众的愤怒
在多个大城市蔓延，最后

“扳倒”了日本首相，直接
让内阁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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