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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山东的响马，安徽的贼”，这句老俗语似

乎在中国流传甚广。网上有篇漫谈山东响马
和巨野教案的文章，说据社会学家和历史学
家考证，原兖州(现济宁市)、曹州(现菏泽市)

及其周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匪患重灾区。所
谓的“山东的响马”主要就是指这一地区的土
匪强盗。而发生在1897年的“巨野教案”，“闯
祸”的就是巨野县大刀会的成员们。

“人文齐鲁”编辑了不少有关山东近代史
的文章，似乎总也绕不开“巨野教案”：青岛的
门户大开、胶济铁路的开工建设、山东中学教
育的发展，总会提到因“巨野教案”而起的《胶
澳租界条约》……巨野教案，是影响山东社会
进程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可谁又能想到，山
东电力的发展，其起点竟也是这“巨野教案”。

《胶澳租界条约》签订、青岛被德国人占领之
后，一位名叫朴尔斯曼的德国企业主在胶州
湾东岸的一片荒滩之处搭起简易厂棚，安装
了2台50马力的柴油机开始发电。于是电力这
项先进的技术，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垂青”
了青岛，山东人被动地接受了“神火”。作者李
学广在《山东最早的电，因“巨野教案”而来》
一文中告诉我们，山东电力一百多年的历史
中，前后算起来有近33年的时间掌控在殖民
者和侵略者的手中。一部山东社会经济发展
史，几乎等于一部电力发展史。历史是最伟大
而深刻的教师，它告诉我们，不了解历史，就
很难恰当地认识今天，把握未来。

这个周末，大众讲坛在省图书馆有三场
精彩纷呈的讲座，其中，“带着数字和玫瑰旅
行”引起了我的注意。浙大的数学系教授蔡天
新将“跨界”与大家谈诗歌、聊文学，15岁考入
山东大学、31岁晋升教授的这位“东方之子”
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究，相反，他出版过诗
集、随笔集、游记、摄影集等十多部，《难以企
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曾获文科最
高奖，据说莫言都为其写了推荐语———“我读
过蔡天新的诗和散文，很有文采，知道他是数
学教授，更添几分敬意。其实数学与诗歌是有
联通渠道的。”很佩服这样的人，做一位数学
家和做一位诗人，也许是天底下最难的两件
事，因为数学注重逻辑性思维，而诗歌天生与
浪漫为伴。那么，蔡天新是如何把二者完美地
结合起来的？数学的理性与文学的感性结合
又有着怎样的魅力？还是去大众讲坛寻找谜
底吧！

枣刊前絮语

数字与玫瑰

山东在全国算是比较早就有了电的省份之一。在山东电力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前后算起来有近
33年的时间掌控在外国人手里。山东电力在殖民者和侵略者掌控的时间内，工人过着备受欺辱的亡
国奴生活。提起早期的那些故事，山东电力人的心情真可谓五味杂陈。

山东最早的电，因“巨野教案”而来
——— 青岛的电力记忆

□李学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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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教案催生“神火”

1897年11月1日凌晨，下着细雨。
绰号“刘大刀”的巨野县独山镇小刘
庄村民刘德润，带领十几个人，手拿
短刀匕首，跳进了磨盘张庄天主教
堂院内一个房间里，手起刀落，就将
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全给结果了。他
们刺杀的目标本是这座教堂的神甫
薛田资。谁知那天从兖州来了两位
德国传教士，借宿在薛田资的寝室，
没想到，两人就这样成了薛的“替死
鬼”。后来，历史学家将这次事件称
之为“巨野教案”事件。

实际上，“刘大刀”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刺杀薛田资，他们想杀巨野
知县许延瑞。那时地方行政长官最
怕教会，只要杀了神甫，就能假借清
政府之手杀掉许延瑞。令“刘大刀”
没有料到，他们砍掉两位洋教士的
头颅，却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
要一页，为我国伟大的“五四”运动
埋下了伏笔，还催生了山东的“电
力”。

第二天，洋教士薛田资就
逃到济宁，将“教案”情况电告
德国政府。当时，在帝国列强
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从
1891年起就为夺取青岛作准
备，苦于找不到“借口”，一听
此消息，德皇威廉二世迫不及
待地命令驻扎在上海吴淞口的东亚
舰队立即出发，占领胶澳地区。“教
案”发生后的第12天，也就是11月13

日，德国政府派遣的三艘军舰就开
进胶州湾，将克虏伯大炮对准了青
岛。11月14日清早，他们先是借口军
事演习，兵分两路强行登陆，明目张
胆地打响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当时
的清政府胶澳守将高章元，在朝廷
的授意下，不开一枪就撤出了胶澳，
青岛就这样被德国人占领了。

就在这个时期，1898年，一位名
叫朴尔斯曼的德国企业主在胶州湾
的东岸一片荒滩之处(今青岛市河南
路、天津路交叉处)，搭起简易厂棚，
安装了2台50马力的柴油机开始发
电。于是电力这项先进的技术，就以
此种特殊的方式“垂青”了青岛，山
东人被动地接受了“神火”。朴尔斯
曼发电厂，是一家小规模的简易发
电厂，主要供德国胶澳租借地的军
事和督署机关用电。德国在这里大
规模搞建设开发，电力需求量增大，
陆续增加了两个小型发电机，还是
供不应求。

1900年德国库麦尔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接手，在现在青岛广州街新
建设了青岛电灯房 (即西大森电灯
房)。德国当局从长期霸占青岛的目
的出发，严令德商增加资本扩张，扩
大供电范围。但库麦尔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在德国的总公司破产了，这

里的工程难以继续进行。德国胶澳
总督府《胶州地区发展备忘录》记
载：“为了防止中断输电，海军当局
与德国的两家最大的电气公司达成
了一项协定，由这两家公司暂时用
国库的经费继续送电。如何才能使

问题得到最妥善的解决，有关
方面正在协商中。”备忘录中
提到的两家最大的电气公司，
是指德国西门子公司和哈尔
斯凯公司。有意思的是，当时
的西门子公司并不看好青岛
的市场，认为无利可图，不同

意到这里投资经营。迫不得已，德
胶澳殖民当局于1 9 0 4年1月1日以
200万马克之重资将“库麦尔在青岛
的资产”全部收买，改由德国胶澳
总督府承办，于是电力就成了官营
事业之一。1905年全厂容量就达到
了600千瓦，1906年发电量猛增到了
86 . 8万千瓦时，成为我国北方主要供
电城市。

发电主权屡次被日本

人抢占
对青岛这块宝地，日本人也觊

觎已久虎视眈眈。1914年11月7日，距
离“巨野教案事件”过去17年，青岛
又落入了日本之手。日本人一占领
青岛，首先进占“青岛电灯房”恢复
发电，日本人还将“青岛电灯房”改
名为“青岛发电所”，隶属日本守备
军递信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发电容量达到了5000千瓦，用户发展
到6841户。

1922年2月4日，青岛正式归还中
国，而青岛发电所的主权归还则是
一年后了。根据华盛顿会议设立的

“中日共同委员会”条约规定，由中
国北洋政府特许，组建中日合资“胶
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中方股
金占54%，日方股金占46%，董事会理
事13名，中方七名，董事长与经理都
是中方的，1923年5月27日董事会宣

布正式成立，这样电力主权才算正
式归还了中国，可以说，山东电力的
主权也是“五四运动”争来的。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
接管青岛。此间，华人侯绣屏发起招
股，于平度创办明星电灯厂。中日合
资“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1936

年12月在青岛四方（现华电青岛发
电厂所在地）建成了青岛四方发电
所，发电容量达到3 . 5万千瓦。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
帝国主义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
同年9月，在两个发电所服务的日籍
人员全部撤走。当时南京国民政府
施行“焦土抗战”政策，当年12月25日
晚，青岛当局撤退前将炸药置于四
方发电所3台汽轮发电机组的连轴
处，把发电机炸毁。1938年1月10日，
日本海军在青岛强行登陆，占领四
方发电所。日本人再次接管了“胶澳
公司”，发电所的主权又被日本人抢
走了，后来日本人又将发电所归并
到华北电业株式会社。日本投降后，
1945年的11月7日，青岛发电厂才回
到中国人的怀抱。

山东电力发展史上还记载着诸
多斑斑血泪，有被日本人拉电网电
死的当地居民、职工家属与孩子，有
被日本人开枪射杀的员工。有一位
叫王振泰的工人，因喝了点酒有点
儿醉态，走到厂内二道门时，因没给
日本门警鞠躬，日本门警就不准他
进厂。王振泰转身准备回家。他家就
在厂内的二舍。这时，日本门警还是
不从，定要他再鞠躬赔礼道歉。王振
泰当然不服气，日本门警挥手打了
他一个耳光，王振泰情急之下争辩
起来，那位日本门警竟然用刺刀将
王振泰活活捅死。

山东电力在殖民者和侵略者掌
控的时间内，工人过着备受欺辱的
亡国奴的生活，受尽了重重剥削与
压迫。只有到了新中国，电力人才过
上了日新月异心情舒畅的好日子。

“大众讲坛”周末连推三场讲座

5月10日(周六)下午2：30，大众讲坛邀请到浙
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蔡天新先生，作题
为《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的讲座。

蔡天新，浙江台州人，15岁考入山东大学，24

岁获理学博士学位(指导教师：潘承洞)，现为浙江
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讲座蔡天新教授
将结合自己的学习、研究、写作和旅行，与大家分
享他心目中的数学、文学艺术和人生经验，同时探
讨文理科之间的关系，届时他也将展示自己在世
界各地拍摄的精美图片。

讲座时间：5月10日(周六)下午2：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5月11日(周日)下午2：30，大众讲坛邀请到南
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
会长徐雁教授，作题为《读书与人生》的讲座。

徐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积极
宣传“书香理念”，“推动“全民阅读”进程，其新浪
博客“秋禾话书”有“学人的书文化博客”之称。家
藏书籍一万多册，著述丰硕。本次讲座徐教授将向
我们详细介绍萧乾、沈从文，林语堂等名家的人物
传记，用名家经典著作与我们分享阅读“名人传”，
汲取“正能量”。

讲座时间：5月11日(周日)下午2：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5月11日(周日)上午9：30，大众讲坛邀请到
周国桢先生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周国桢
及现代陶瓷艺术研究专家侯样祥先生，共同主
讲《中国现代陶艺的实践与研究》，为大家展示
陶瓷这一古老技艺的现代发展成果。

周国桢，景德镇陶瓷美术家、雕塑家。1931年
生于湖南，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景德
镇陶瓷学院资深教授，从事现代陶艺创作、教
学、研究60年，为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第一代领军
人物。周国桢先生以动物陶塑闻名中外。

讲座时间：5月11日(周日)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 读书与人生现代陶艺实践与研究

1949年6月2日，青岛电厂回到人民的怀抱，工人集会、游行庆祝。

悦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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