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未
了

人
文
齐
鲁

B
01-

B
04

星
期
四

2014
.5
.29

□徐静
上个周末，和家人在大明湖畔闲逛，免费

的明湖南岸多是济南本地人休闲的乐园，有
二胡的弹拉，有京剧的亮嗓，有快板的缓急，
还有女中音的吟唱……远山近水与市井气就
这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不让人焦躁，反倒觉
得心里踏实。就在这不紧不慢的节奏中，来到
一处四合院落，抬眼一瞧———“老舍纪念馆”，
甬道墙上有老舍先生的《济南的秋天》全文石
刻，大门匾额上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的题词“老
舍与济南”……一院的黑瓦白墙便带了些故
人的气息，席卷而来。一位现代著名作家和一
座历史文化名城，一段整整4年多的情缘，这
里面竟有着那么多动人的故事！

总以为远方风景无限，岂知真正的风景就
在身边。读完牛国栋老师笔下的《探寻百年商埠
的足迹》，这一感受更深。“老济南人大都知道，提
起经纬路，尤其是经几路、纬几路之间，是老商埠
的核心区域。当你走在这片历史街区，道路纵横
交织，齐整宛若棋盘，法桐、槐树枝叶荫蔽，沿街
林立的店铺、洋行等建筑彰显着异国情调。”一张
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小小展厅里挂满的是济南
商埠百年风雨。不过估计很少有人会推开济南
商埠文化博物馆那扇厚重的大门，走进那栋已
有近百年历史的德式老建筑，仔细翻看一下我
们这个城市曾经的辉煌与过往。

那天在老舍纪念馆，还遇到了山大的学生
志愿者，他们说是趁着周末到纪念馆做义务讲
解员。故事多多的山大，从大清皇帝的“知道
了”，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力推力荐，从1930年改
称国立青岛大学到1958年山大由青岛迁至济
南……这些历史渊源啊，理不清，讲不完。本期
人文齐鲁头版上，刊登了一篇颇有时间节点的
文章《军管小组在青岛解放日进驻山东大学》，
写的是原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岗
的办公室秘书刘禹轩对当年接管山东大学的
回忆。身为资深国民党人的山大校长赵太侔在
关键时刻深明大义，在陆侃如、曾成奎、杨向奎
等进步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下，赵太侔凭借一个
爱国文人的正义良知和与山大十几年的血脉
情缘，在青岛解放的前夕，同广大爱国师生站
到了一起，为维护山大完整、保护山大财产站
好了最后一班岗。难怪有人曾这样评价这位两
度在危难之际出任山大校长的赵太侔先生：

“他，把一个完整的山东大学交到了人民手中。”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
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
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你
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
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请发至：q lw bx u j i n g@
sina.com

枣刊前絮语

身边的风景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随着济南战役的胜利以及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大中城市的相
继解放，山东尚未解放的较大城市只剩下了青岛。经过一系列艰苦而激烈的战斗，我人民解放军于
1949年6月2日解放了青岛全境。虽然白驹过隙般的光阴飞跃了六十五个春秋，但对于那些当年曾见
证青岛解放的亲历者来说，诸多往事却依旧历历在目。下面记录的是原《青岛文学》杂志资深编审、离
休老干部刘禹轩(原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岗的办公室秘书)对当年接管山东大学的回
忆———

1949年6月2日———

军管小组在青岛解放日
进驻山东大学
□刘敬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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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管小组6月2日进驻

1949年5月，年仅23岁的刘禹轩在
胶东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5月下旬
的一天，主持课本编写工作的省教育
厅督学室主任罗竹风突然向大家传
达了跟随部队东进的命令。这一通知
出乎同志们的意料：眼看着每天都有
大批同志随军“南下”，为什么命令我
们东进呢？可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
当晚大家就收拾好了行囊，准备出
发。

在省教育厅厅长王哲的带领下，
队伍乘坐胶济铁路的东去列车一路
向东。列车抵达潍坊后，大家又换乘
汽车奔赴莱阳。当时莱阳郊区的冯格
庄村及邻近各村已聚集了来自全省
的大批干部，负责接管青岛的军事管
制委员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王哲被
任命为军管会文教部主任。刘禹轩所
在小组在冯格庄驻扎了约一周之后，
小组组长、来自解放区胶东区委的干
部高剑秋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该
小组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的大学处，由
罗竹风担任处长。

第二天大军抵达青岛即墨。
车队行进的路上尘土飞扬，前方
不时传来隆隆炮声。虽然是知识
分子，但大家当时的目标只有一
个：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战斗第一
线！前进的步伐加快了，远处的炮声
却由开始的密集转向稀疏，后来竟沉
寂了下来。道路两旁的建筑物逐渐开
始增多，马路边站满了海浪般夹道欢
迎的群众。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彩旗花
束，还有好多人腰里系着红绸，敲着
锣鼓，扭着秧歌。车辆的前后左右传
来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国共产党
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庆祝青岛解
放！”这时刘禹轩才意识到：自己已经
进入了青岛市区。大家纷纷从车上站
起身来和路边的群众一起欢呼口号，
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车辆最
后驶入了山东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
鱼山校区)的广场。这一天是1949年6

月2日，也是青岛的解放日。

山大师生成功“反南迁”

学校的接管和日常工作繁重而
又复杂。在青岛解放之前，山大就已
经成为了青岛的“解放区”。随着解放
战争日趋激烈，在山大校园内，敌我
两股势力的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
段：从1948年起，校内的反动势力就
试图策划学生籍贯多在南方的水产
系南迁。1949年初他们再次大肆鼓
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被煽动离校
去了上海。此时，一些由中共地下党
领导的先进活动小组在反对学校南

迁、挫败反动分子阴谋的斗争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历史学家孙思白先生时
任山大历史系讲师，早在抗战时就加
入了共产党。当时他组织了一个由7

人组成的秘密社团，在校内到处张贴
反对南迁的油印传单，启发师生的思
想觉悟。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与鼓动
南迁者展开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辩。

刘禹轩告诉笔者：“老山大首任
校团委书记刘卓女士当时还是山大

的一名在校学生，深受马列主
义熏陶的她当时毅然参加了中
共地下党组织，为阻止山大南
迁乃至解放青岛的壮举英勇斗
争。身为资深国民党人的山大
校长赵太侔在此关键的历史性

时刻深明大义，在陆侃如、曾成奎、杨
向奎等山大进步教授的支持和帮助
下，赵太侔凭借一个爱国文人的正义
良知和与山大十几年的血脉情缘同
广大爱国师生站到了一起，为维护山
大完整、保护山大财产站好了解放前
的最后一班岗。

初期接管工作繁琐

大学处进驻山东大学之后，由王
哲、罗竹风、高剑秋、张惠组成的军管
小组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罗竹风成为
青岛军管会接管山大的军代表。6月
14日，王哲被山东省人民政府任命为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兼任山东大学校
长”。本着“基本保留学校原貌、原学
校工作人员基本留用”的工作原则，
原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教务长杨肇
燫等高层领导几乎全部留校任教。

当时山大共设文、理、工、农、医
五个学院，大学处接管学校之后，每
个学院都成立了工作组。刘禹轩担任
文学院工作组的组长。时至今日，谈
起当时工作组的情况刘老依旧如数
家珍，准确道出其他四位组长的姓
名：王迅(理学院工作组)、赵锦铭(工
学院工作组 )、孙更生 (农学院工作
组)、王子才(医学院工作组)。

学院工作组的首要任务就是清

点学校财产。这是一项艰巨而又繁琐
的工作：山大除了校内五个学院，还
设有医院、护士学校、学生实习工厂
和农场等校外附属单位。清点财产的
工作就进行了接近一个月，任务最为
繁重的当数工学院：该学院共辖土
木、机械、电机三个院系，每个院系都
设有实验室。在当时的青岛市市北区
小鲍岛周边(今青岛市科技街附近)还
附设机械、木工、模具三个供学生实
习的校办工厂。时任山大工学院接管
小组组长的赵锦铭同志(原青岛师范
专科学校校长，离休老干部)带领工
作组严格审查、把关，力求尽可能地
做到“颗粒归公”，使学校的国家共有
财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据刘老
回忆：在那段日子里，赵老连续多日
几乎彻夜未眠。

从1949年8月下旬开始，军管小
组开始在组织、思想、教学三个方面
对学校进行整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学生的思想教育：由于当时垂死挣扎
的国民党当局在社会上大肆制造反
共宣传和别有用心地进行谣言蛊惑，
致使校内人心惶惶。随着思想教育工
作的深入开展，大家亲眼目睹解放军
战士的一举一动，人心得以归附，谣
传不攻自破。自此山大组建起新的秩
序，9月份新学期开始后，学校转入正
常的教学和工作。

▲山大师生庆解放

▲赵锦铭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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