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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曾遭日军多番侵犯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作
为山东省会、华北平原上的战略
重地，济南已遭日军的多番侵犯。
从1914年8月，日本以与德国交战
为名，派兵占领山东境内原为德国
势力范围的各重要城镇开始，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离开山东，31年
间，日军4次入侵济南：“鹊山惨
案”、“大彦惨案”、“田庄惨案”、“济
阳惨案”——— 成千上万人罹难。

2005年，时值抗战胜利60周
年，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征集史料，部分委员提出建立

“济南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建议。
7月7日，记者联系上当年提出

这一建议的其中一位委员。据他介
绍，济南在当时已经有济南战役纪
念馆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纪念馆。
但与抗日战争相关的纪念馆当年
没有，一直到目前也没有。

这位政协委员说，如果能建
立一个抗日战争纪念馆，将部分
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收藏起来，并
进行综合保护，更能让我们铭记
那段历史。

蔡公时遇难地

已辟为纪念馆

在当年的建议中，委员们建
议将经四路370号的原国民政府
驻山东特派员办事处辟为“济南
抗日战争纪念馆”。

这里原是国民政府战地委员
会外交处长兼外交部特派山东交
涉员蔡公时先生遇难的地方。
1928年，蔡公时对日军在济南的
暴行提出抗议，日军对他削鼻、割
耳、挖眼、剜舌。为了让后人牢记
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苦难，缅怀“五
三惨案”中的遇难者，济南市文物
局对这处建筑进行了修缮，并将
其打造成蔡公时纪念馆，于2012
年正式向社会免费开放。

7日下午，记者来到这里，由
于是周一，蔡公时纪念馆没有对
外开放。“今天是‘七七事变’77
周年纪念日，我就想带着孩子来
看一看，这段历史不仅我们不能
忘，我们的孩子更不能忘。”带着
孩子来参观的市民汪女士说。

多处抗战遗址

少有人知晓

在济南纬九路39号的一处院

内，有一栋三层建筑。一楼和二楼
是一家宾馆的员工宿舍，三楼对
外出租。如果不是楼上挂着的牌
子，很难想象，这里是济南市第三
批文物保护单位——— 侵华日军细
菌部队原驻地。

曾有报道，这里曾经是日本
细菌部队的秘密实验基地。一支
名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
遣支队”的细菌部队，于1938年
到1945年间驻扎济南，名为防
疫，实则用关押在济南市新华院
战俘集中营的战俘做鼠疫、伤
寒、霍乱等细菌实验，进行类似

“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约有
1000多人被折磨致死。

除了上述两处建筑，济南还
有多处抗日战争遗址。其中，位
于济南市泉城路的齐鲁金店曾
是侵华日军特务部队的驻地，当
时被称为“泺源公馆”。在英雄山
济南战役纪念馆西侧的一片平
地上，堆放着几根粗大的石柱，
这些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
在济南建造的神社残留物。新华
院旧址则位于堤口路91号(济南
幼儿师范院内)，曾是日军在山
东设立的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
营，被当地群众称为“阎王殿”。

而如今，在这些遗址上发生
的故事已少有人知晓。

济南抗战遗迹不少，但尚无抗战主题纪念馆

日日本本细细菌菌部部队队旧旧址址如如今今变变宿宿舍舍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7日，记者在济南走访发现，近百年来，日本留在济南的侵华遗迹不少，但济南尚无抗战主题纪念馆。
九年前，曾有济南市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建立“济南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对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特派员办事处和日本本济南细菌部队旧

址加以保护。如今，这两处建筑，一处已辟为蔡公时纪念馆，一处则成了宾馆员工宿舍。

▲国民政
府外交人员蔡
公时遇难地近
年经修葺，已
改建为蔡公时
纪念馆。

侵华日
军细菌部队原
驻地如今是一
家宾馆的员工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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