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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矣！”
特大号的黑体字，紧跟着一个大大的惊

叹号，这是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的标题。
这句话每次读来都觉振奋，还有什么比这5个
字更能表达一个牺牲巨大的民族在胜利之日
的喜悦呢？！

经过8年抗战，终于日本投降矣；牺牲了
3500万人民，终于日本投降矣！这一天民情沸
腾，有太多的人欣喜若狂，斯文如学者，也难
免“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鸦片战争后屡遭
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对外战争的
胜利，尝尽亡国灭种之苦的中国人终于可以
扬眉吐气地大喊一声：日本投降矣！

历史远去，但从未被忘记。进入8月，各种
关于抗战纪念的活动陆续展开，到今天想必
会达到高潮。中国人做事讲究“正日子”，9月3

日无疑就是我们庆祝抗战胜利的“正日子”，
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
日，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在山东，今天有一场特殊的纪念活动。在
原省图书馆“奎虚书藏”，“永奠和平－济南青
岛德州地区受降展”正式拉开帷幕。也许很多
人并不知道，如今藏在大明湖边郁郁葱葱小
树林中，独享一片静谧的老省图，也曾有过一
段如此辉煌与荣耀的过往。时光回到69年前
的12月27日，“奎虚书藏”大阅览室作为十一
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大礼堂，成为济南、青
岛、德州地区受降典礼举办地。

受降时间和地点都是精心挑选的，1945

年12月27日是济南沦陷8周年纪念日，现代人
常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受降主
官李延年选择这一天作为受降的“正日子”，
肯定有一雪前耻的考虑。选择“奎虚书藏”同
样有特殊的内涵，“奎星主齐，虚星主鲁，以二
星之分野，括齐鲁之疆域”，在此接受日军投
降，也有凸显山东光复之意。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在今天得以
看到当年受降的诸多细节。诸如受降的经过，
礼堂的布置、受降礼请柬、日军签降代表献上
的佩刀等等。特别是李延年在受降仪式后手
书的“我武维扬”木质匾额，经战乱保存至今
殊为不易，透过这四个大字依稀可见抗日军
民的振奋。曾经嚣张的强寇终于低下不可一
世的头颅，摘下佩刀解甲投降，这一刻正义得
伸，国耻得雪，真是扬眉吐气至极！

我们要感谢省图书馆为大家提供了这么
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让我们看到脚下的齐鲁
大地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更让我们看到
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家在遭受巨大苦难时的反
弹力。

今天人文齐鲁推出这个特别专题，既是
向抗日军民致敬，为慷慨赴国难的牺牲者立
碑，也是向这一历史致敬，为彪炳史册的抗战
史存档。我们纪念胜利是因为胜利来之不易，
就抗战而言，这是属于中国的胜利；而从“二
战”来说，这更是属于世界所有反法西斯人民
的胜利。这一胜利奠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这
一历史事实需要每一方的正视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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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青岛、德州受降主
官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李延年

在抗战胜利的形势下，时任国民党山
东省政府主席的何思源从国民党本身利益
出发，全力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与共产党、
八路军争夺山东这一战略要地。据国民党
山东省政府统计，1945年8月间，国民党方
面控制了54个县市，占全省行政区的半数，
至9月份仍能控制35个县市。与此同时，国
民党也大举向山东调集正规部队，准备对
山东日军受降。

根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
令【军字第一号】》，济南、青岛、德州受降主官
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中将，签降
仪式在济南举行。日军投降部队为四十三军
及所辖独五旅、独十二警备队，独十一旅及
海军陆战队（集中青岛），四十三军，四十七
师、独九、十一警备队（集中济南），由日本四
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中将代表签降。

李延年，山东广饶人，黄埔军校第一期
毕业。曾先后担任第九师师长、第二军军
长、第十一军团长、第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
令及总司令等职，1945年初，转任第十一战
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

李延年受命为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
降主官后，即派其副司令杨业孔赴济南，设
置前进指挥所。9月16日上午9时半，杨业孔
等一行26人飞抵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何
思源等在机场迎接，日军第四十三军参谋
长寒川溢大佐等也在机场迎候。当日，杨业
孔在大明湖畔的山东省立图书馆设立了前
进指挥所。日军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
康于下午3时，率高级幕僚14人，赴指挥所
晋谒杨业孔，并指定寒川吉溢每日与指挥
所联络。从17日起，日军即遵令将各项表册
呈送指挥所，并派主管人员到指挥所，分别
报告各项情况及准备缴械事宜。山东境内
日军分别向济南、青岛、德州集中，准备听
命缴械。由于当年的12月27日是济南沦陷8

周年纪念日，李延年决定将受降仪式推迟
至此日举行。

受降仪式在省立图书
馆“奎虚书藏”一楼大阅览
室举行

1945年12月27日上午9时，各方代表到
达会场。日方签降代表到达会场后，被引导
至“遐园”内山东省立图书馆“海岳楼”内，
等候受降仪式正式开始。10时，济南、青岛、
德州地区受降典礼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
官司令部大礼堂（即山东省立图书馆“奎虚
书藏”一楼大阅览室）隆重举行。参观典礼
之军政首长，按次入席，武官一律着军服佩
勋表，文官一律着黑色中山服，李延年副司
令长官身着军服，胸佩勋章，率领副总司令
杨业孔、参谋长梁栋新、军长霍守义、军长
寥运泽步入礼堂，全体官员起立致敬，李延
年等还礼入席，各官员均就位。

随后，引导官少校参谋张通引导日军
签降代表细川忠康、渡边洋、寒川吉溢、神
保信彦、铃木一郎五人，从“海岳楼”进入

“奎虚书藏”典礼仪式会场，向受降官敬礼
后入座，开始签字仪式。

签字命令书共四份，两份为正本，两份
为副本。中方代表李延年于命令书上签字，
签毕即由梁栋新将签字命令书正副四本手
交日方代表细川忠康，并言“此为副司令长
官交予贵官之第一号命令，希望贵官彻底了
解，彻底奉行，并以最迅速之方法，转达所属
部队，一体奉行”，细川忠康等均起立接受。

细川忠康接受命令后，捧读一遍，即在
命令书及受领证上签字并加盖官章，签字
毕，即留副本两份，将正本两份由寒川吉溢
送还受降主官李延年。寒川至受降主官前，
行一鞠躬礼，双手将命令书递上，即回原
位。李延年检阅签字及官章后，向签降代表
发问，曰：“对命令是否完全了解？”签降代
表全体起立，由细川中将答称：“完全了解，
并绝对服从。”

然后，日军签降代表全体起立，摘下佩
刀，齐赴受降主官席前行礼，将佩刀献上，表
示解甲投降。最后，引导官引导五名签降代
表退席，参谋处第一课长董士明上校代表受
降主官相送。至此，受降典礼乃告礼成。

李延年带领全体观礼官员，鼓掌庆祝
胜利，并由李延年发表胜利后的演说。略
云：“本日为日本八年前日军攻陷济南之
日，今日举行受降典礼，其意义至为重大。
今日之胜利，实由抗战将士之奋斗及盟邦
之协力始获得最后之胜利，今后复原工作
以及建国大业均待推进。仍希望与会各同
志，本诸抗战之精神继续努力，期使我中华
民国形成一个最理想之现代国家。”

日军交纳各种武器，山东
接收各种敌产，遣送日侨

投降日军交纳的各种武器有：飞机、大
炮、坦克、枪支弹药、马匹等。

在接收方面，对日伪的接管大体经历
了以下三个阶段：接收的第一阶段，自抗
战结束接收工作开始，到山东省收复区
党政接收委员会成立。这时的接收工作
是与劫掠相伴随的，劫掠的目标是房产
和所需的各种物资、钱财。省政府、省党
部、挺进军前进指挥所及其他各机关部
门，纷纷出动，能占则占，能要则要，能抢
则抢，将济南全城搞得乌烟瘴气；接收的
第二阶段，自1945年10月山东省收复区党
政接收委员会成立到1946年4月国民政府
敌伪产业处理局济南办事处成立，这是一
个以山东省政府为主体大规模地接收日伪
资产的阶段。山东省收复区党政接收委员
会是依据陆军总司令部颁布的《收复地区
党政接收处理通则》的第三条、第十八条关
于各省市应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专门负责
办理党政接收事宜的规定而组设的。据党
政接收委员会统计，至1946年3月，总计接
收了205个日伪产业机构；接收的第三阶
段，自1946年4月敌伪产业处理局济南办
事处成立开始，进入以国民党中央为主
接收山东日伪资产的阶段。

据《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纪念册·山
东地区日侨遣送状况报告表》统计，山东地
区原有日侨47699人，当时遣送11805人。

抗战胜利 我武维扬
——— 1945年济南青岛德州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实

日军签降代表寒川吉溢向中方代表鞠躬，呈献受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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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9月 3
日，是一个值得特
别记住的日子，这
一天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也是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纪念
日。

1945年8月15
日，日本正式宣布
无条件投降。9月2
日，日本代表在东
京湾美国“密苏里”
号战列舰签署投降
书。9月3日从此成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纪念日，成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纪念日。

1 9 4 5年9月9
日，中国战区受降
仪式在南京举行，
并将中国受降范围
划分为16个地区。
12月27日，适为济
南沦陷八周年之
日，济南、青岛、德
州地区受降典礼在
十一战区副司令长
官司令部大礼堂隆
重举行，此礼堂即
山东省立图书馆

“奎虚书藏”大阅览
室。山东省立图书
馆见证了这一扬眉
吐气的庄严时刻，
正义获伸，强寇低
首。

在纪念抗战胜
利69周年之际，本
刊特推出“抗战胜
利，我武维扬”特
刊，以纪念那些为
抗日捐躯的先辈，
牢记日军侵略我河
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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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记忆·我武维扬
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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