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文化事业遭到日军的摧
毁，例如章丘、高密、海阳、邹平、菏
泽、沂水等地无庙不毁；日本东亚考
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对齐国故
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进行盗掘。
大量图书被抢掠，仅济南就达10万
册以上。

山东省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
所)战前是“北方文化重镇”，珍贵历
史文献尤其是山东地方文献是海内
翘楚。但抗战时期，除1937年10-12月
王献唐馆长移存到曲阜奉祀官府
(1947年转存南京中央博物院)、四川
乐山大佛寺的万余册(件)重要文献
与文物外，留存济南的图书文物损
失惨重，仅存7600册件，存量不及战
前原藏量的4%！总计书籍损失23万
余册，铜器损失320件，砖瓦损失1200

余件，古陶器损失430余件，有文字
古陶片损失15200余片，字画损失70

余幅。其它如玉器、银器、石器等种
种文物之损失不可计数！

受降日适为济南
沦陷八周年纪念日

自9月9日中国战区对日受
降典礼结束后，中国16个地区的
受降仪式随之展开，各受降区大
都参照9月2日与9月9日受降典
礼的模式，由中国军队受降主官
主持受降仪式，该区日军投降指
挥官（中国陆总指定的驻当地日
本陆军方面军司令）在投降书上
签字，受降仪式通常有盟军与中
国官兵、地方官员及新闻记者参
加。

据专家统计，中国战区的16

个受降地区有3个地区未举行正
式受降仪式，另除台湾地区在10

月24日举行受降仪式外，其余举
行受降仪式的11个地区均于9月
中下旬举行，而济南受降选在12

月27日，据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
官司令部1945年12月27日印《济
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纪念册》中
的《受降仪式经过概述》称，乃别
有深意。文云：“是日即为八年前
日军陷吾济南之日，此次日军签
降典礼之举行，适为济南沦陷八
周年纪念日，受降典礼迟至十二
月二十七日举行，亦即为纪念此
日。”1937年12月27日，日寇在韩
复榘撤退出济南后侵占济南。

1945年10月20日，李延年赴
青岛视察。10月25日，国民党军
政部特派员陈宝仓和美国海军
陆战队第六师谢勃尔共同在青
岛汇泉跑马场主持青岛受降仪
式。

受降会场严肃壮观

受降典礼礼堂，布置得严肃
壮观。礼堂门前悬挂红底金字匾
额，上书“正义重伸”。礼堂正面
高悬孙中山遗像，左右分悬“永
奠和平”四个金字及中、苏、美、
英四国首相照片。左壁悬挂蒋介
石和斯大林像，右壁悬挂杜鲁门
和艾德礼像，礼堂四壁满悬“胜
利徽”。

“胜利徽”为一红色V字做
框，意为英语“Victory”“胜利”缩
写，内为一盾形中、苏、美、英四

国联合国徽，上插中、苏、美、英
四国国旗。

礼堂正中为受降主官席，左
为武官观礼席，右为文官观礼
席。受降主官席对面为签降代表
席，左、右观礼席的两边均为新
闻记者席。

李延年书写“我
武维扬”牌匾

受降仪式结束后，李延年亲
笔书写了“我武维扬”四个大字，
后来被制成木质匾额，一直保存
在“奎虚书藏”楼里。该匾长2 . 75

米，宽1 . 11米，重约300斤。“我武
维扬”四个金色大字遒劲有力，
上面还写有“中华民国卅四年十
二月廿七日受降纪念”字样，落
款为“李延年题”。

“我武维扬”，形容威武凌
厉，奋发向上的样子。出自《尚
书·秦誓》：“今朕必往，我武惟
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
张，于汤有光。”《秦誓》，是《尚
书》中最后一篇。《秦誓》，秦穆公
誓众之辞的简称。誓，是一种有
约束性和有决断意义的语言。此
篇文辞扼要生动，语意恳切，含
有自我儆戒之诚意。

该匾能保存下来非常不容
易。20世纪60年代“文革”开始
后，因为害怕被毁坏，省图书馆
职工在匾上涂了一层腻子，上面
又刷了油漆，做成了一张桌子的
桌面，就放在阅览室里当阅览桌
用，结果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图书
馆职工又将油漆和腻子去除，恢
复了匾额的原貌。

《受降纪念册》汇
编受降过程、接收武
器

《受降纪念册》一册，是一本
受降典礼内部资料汇编，内有大
量关于这次受降过程、接收武器
与物资的文字、照片、公文和图
表，对当时的受降仪式、接收事
宜等记录得非常详实，文献价值
颇高。全书分正文、附录两部分。

正文包括27项内容：受降主

官李延年序、山东省主席何思源
序、孙中山遗像遗嘱、中苏美英
四国首脑肖像、中国陆军总司令
部对日军下达之第一号命令、济
青德地区受降各长官、济青德地
区受降典礼纪实摄影、受降仪式
经过概况、受降典礼参加观礼之
各机关首长来宾、济青德受降典
礼受降长官暨来宾合影、济青德
主持受降长官暨来宾签名、副长
官部对日军所嘱第一号备忘录、
副长官部对日军下达第一号命
令、日军上达之受领证及收据、
受降典礼礼堂坐次图暨签字用
笔纪念章、受降典礼前副长官部
发出之通知注意事项、受降典礼
请柬及胜利徽、李副司令长官入
鲁主持受降抵济情况、李副司令
长官视察青岛、日军交纳之各种
武器、日军第四十三军所辖各部
队人员实力驻地调查表、日军马
匹数量表及日侨遣送报告、日军
主要兵器保有一览表（武器）、日
军主要兵器保有一览表（弹药）、
日军主要兵器保有一览表（器
材）；另有《附录》，即《山东省党
政接收委员会接收工作报告》，
内含4项内容：山东省党政接收
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山东省收
复地区党政接收委员会报告、接
收产业单位统计、接收法则。

《受降纪念册》封面为深绿
色布面，书内装饰精美，每页页
眉都印有中、苏、美、英四国国
旗，页脚并排着象征胜利的“V”
字。该《受降册》略有破损的封
皮，展示了它的历史久远，更显
示了它的弥足珍贵。20世纪末，
我与同事们在整理历史文献书
库时发现，现珍藏于省图书馆。

省图书馆现珍藏一把1945

年12月27日受降典礼时日军签
字投降代表呈献的佩刀。当时，
侵华日军济南青岛德州地区签
降代表细川忠康中将在受降书
上签字后，日军签降代表全体起
立，摘下佩刀，齐赴中方受降主
官席前行礼，将佩刀献上，表示
解甲投降。现存的就是当年日军
签降代表的佩刀之一。其剑身长
75厘米，宽约5厘米。刀鞘为牛皮
制，剑刃锋利如初，是日本侵华
的重要铁证。

□李勇慧

济南受降史实考证———

受降遗物“我武维扬”牌匾珍藏鲁图

战后省图存量不及

战前原藏量4%！

“永奠和平——— 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展”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山东省图书馆于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山东战区受降旧址”即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藏”一楼举办设立“永奠和平——— 济南青岛德德州地区受降展”。

展览通过大量照片、文字、文物等珍贵文献资料，立体呈现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从惨遭蹂躏到奋勇杀敌、从日军投投降到中国受
降的历史画卷。在有限的空间凝聚厚重的历史，在整个抗战的大背景下，细致再现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经过，充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作用，也是对现今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做出的严正回应。

时间：9月3日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藏”一楼（济南市明湖路275号）

省图书馆“奎虚书藏”一楼特辟专室举办

1937年12月27日，韩复榘撤退
后日寇侵占济南，省图惨遭焚劫，海
岳楼、宏雅阁等共计54间建筑全被
焚毁。

同年底，日本政府派渡边渡担
任日本陆军驻济南特务机关的机关
长。渡边渡出于文化侵略目的，极力
恢复省图书馆，并大量收集各种资
料汇编成册。1939年渡边渡离任。4

月，日伪政府派人在“海岳楼”遗址
兴建纪念室，保存渡边渡收集的资
料和图书 ,并以渡边渡字“抱璧”命
名此楼为“抱璧堂”，又修复汉画堂、
罗泉楼、古物陈列室等。

抗战胜利至济南解放前，山东
省立图书馆基本对外关闭，成为国
民党军队驻地和军火库。1959年，在
制定济南市城市建设大规划时，省
图的“遐园”连同院内一应建筑(“海
岳楼”旧址馆舍“抱璧堂”除外)及古
石碑刻划拨给大明湖公园。“文革”
期间，金石碑刻被完全破坏。“海岳
楼”旧址馆舍在1948年9月济南解放
后，先后为省图书馆过刊阅览室、老
年人阅览室等。今年5月，该建筑于
承办第三届“尼山论坛”之际恢复旧
称“海岳楼”，并自该月起成为山东
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国学讲堂”，继
续为大众传播、为社会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服务。

受降旧址屡遭焚劫

20余年之收藏，忽然废于一旦。
代馆长罗复唐在统计时痛心疾首，
他在发表于1947年第4期《民众教
育》中的《山东省立图书馆的今夕》
一文中，写下了连续带有12个惊叹
号的数字：“‘七七事变’后，日兵侵
占济南，本馆遂惨遭焚劫！玉佩桥迤
东之海岳楼、宏雅阁及馆长办公室
等诸建筑，同付一炬！而书籍文物，
除王献唐馆长带去一部分在曲阜及
四川之歌乐山保存外，其余则荡然
无存！总计书籍损失二十三万二千
余册！铜器损失大小三百二十余件！
砖瓦损失一千二百余件！古陶器损
失四百三十余件！有文字古陶片损
失一万五千二百余片！字画损失七
十余幅！其他如玉器、银器、石器等
种种文物之损失不计焉！二十余年
之收藏，忽然废于一旦，有不为之痛
心疾首者欤！……近世河洛出土，魏
志最多，其能胜此盖寡也。及经事
变，遗失颇多，若李壁墓志、汉食堂
画像、石鼓文等，均一时沓若黄鹤。
其余零星小石，更无从查究矣！”

代馆长罗复唐
统计馆藏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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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李延年题“我武维扬”匾。

受降仪式结
束后，李延年亲
笔书写了“我武
维扬”四个大字，
后来被制成木质
匾额，与接受的
日军佩刀，一直
保存在“奎虚书
藏”楼里。另外，
省图书馆还珍藏
了第十一战区司
令部1945年12月
27日印行的《济
南青岛德州地区
受降纪念册》。

济南青岛德
州地区受降长官
李延年中将。

青未了·人文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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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