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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9周年，历史转瞬而过。在我们

身边，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已至暮年。那段先人用血与

泪书写的抗战史有许多细节尘封在散落于民间的档案

中。9月1日起，本报与山东省档案馆共同启动抗战档案

征集活动，期冀把那些沉睡在档案中的有血有肉的抗

战故事，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

益主打·征集抗战档案

10年前的
音乐知识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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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捐捐抗抗战战档档案案
本报济南10月28日讯（见习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洪升） 追寻沉
睡档案里的抗战历史，自9月1日档案
征集活动启动以来，一份份鲜活的历
史记忆也呈现在我们面前。10月25
日，济南退休干部王晓军再次捐赠了
抗日报刊《救亡情报》和一枚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职员证章。这是王
晓军第三次捐赠抗日史料了。

“这些抗战史料放在我们手里只
能是一个普通的藏品，捐给档案馆并
公开展览，它便有了民族意义和历史
意义。”轻抚着厚厚的《救亡情报》，王
晓军说。

“敌人和汉奸的里外夹攻，使中
国加速陷入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一个
历史上空前的危机正摆在我们中华
民族的面前。”这是1936年5月24日
第三期《救亡情报》里翁照垣将军的
一番呼吁。从何香凝在《救亡情报》创
刊号上“求我民族生存必须打倒帝国
主义”的题词到宋庆龄、章乃器等人

一系列的抗日救亡的文章，再到救援
日厂华工罢工的号外……一本泛黄
的抗战报刊结集，勾勒出了一幅幅国
人当年为救亡图存而斗争的图景。

救亡图存是那个时代社会的精
神支柱，在抗战初期，报纸上一个个
鲜活的抗战故事都激励着当时的人
们。在《救亡情报》报刊集里收录的

《学生报道》第三期（1937年2月出版）
中，一篇名为《觉醒了的山东》的济南
通讯，记录了在日本武力直接威胁下
的山东当局抗战的“两三点小事”。

“日本浪人在济南北岗子一带要买一
片很大的地皮，还有些日本资本家要
在济南设一个纱厂，结果前任市长闻
承然却这样答复他们：‘我做的是中
国的官，与你日本人无涉！我在任内
的时候，济南市的一寸土地，都不能
马虎地送掉’。”

对于此次捐赠的《救亡情报》，山
东省档案局档案工作人员表示：“《救
亡情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珍贵历史

资料，里边有很多创刊号。完整地保
存一本从创刊到休刊的报纸很难得，
有较高的收藏研究价值。”

档案征集活动仍在继续

本报联合省档案馆举办的“档案
里的山东抗战”征集活动仍在继续。
本次征集的各类史料从1931年“九一
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
利，地域以山东地区为重点范围。征集
方式主要是捐赠，省档案馆将与捐赠
者办理交接手续，并颁发捐赠证书。

如果您有相关的史料证据，可拨
打本报热线96706，也可邮寄或送至
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27

楼齐鲁晚报时政新闻中心。您也可以
联系省档案馆档案接收征集处，联系
电话为0531-68609131、68609128，或发
送电子邮件至gha0531@163 .com，省
档案馆的邮寄地址为济南市经十路
11619号。

民族记忆·纸上硝烟

《救亡情报》是王晓军第三次捐赠的
抗战档案。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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