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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铁路局报》记录日方物资运输
报纸主人希望专业人士挖掘日本侵华证据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17日，济南长清市民赵先生捐赠了
一本名为《济南铁路局报》的线装书，日
军侵华时期，赵先生的爷爷是当时济南
铁路局的一个组长，去世多年，几经变
迁，爷爷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但这本
早已泛黄的书一直留到了现在。

齐鲁晚报“壹点”

手机客户端下载

爷爷唯一的遗物

希望专业人士挖掘日本侵华证据。

虽然这本书是爷爷当年留下来的唯一
物件，赵先生还是选择将它捐赠给省档案
馆。“经历了很多次搬家，这本书是唯一保
留下来的遗物。在铁路局工作了一辈子，爷
爷就留下来这本1943年7月出的济南铁路
局报纸合集。”

在这本《济南铁路局报》的目录中印有
“自1123号至1262号”，赵先生介绍，这只是
1943年7月份的报纸结集，而当时的济南正
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在报纸内容上，记
录了当时济南铁路运营的很多信息，如“集
中旅客运送、运送物资明细、人事任免令、
丢失乘车证公示、社训”等。

“日军侵华期间，占领铁路是运送作战
物资、兵力、武器和人员的前提。解决交通
问题是首要明确的战略意图，因此这本书
记录下的当年济南铁路运行情况，无论对
日本侵华历史，还是对铁路发展史的研究
都应该有一定意义。”赵先生说。

闲来无事，时常翻看，因为爷爷的缘
故，赵先生对这本书颇有感情，但较为专业
性的内容也让他犯难。“书里边有很多关于
铁路专业的术语，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
以很多地方都不明白。作为日军侵华原始
的资料记录，希望档案馆专业人士能将它
的内容挖掘出来。”

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
念活动，省档案馆与齐鲁晚报长期
联合征集抗战档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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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3 1 - 6 8 6 0 9 1 3 1、
18668968953,省档案馆的邮寄地址为
济南市经十路11619号。

我们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寻找当
年叱咤风云的抗战老兵 ,适时推出

“民族记忆——— 档案里的山东抗战”
大型主题展览,并择机推出“致敬老
兵”大型公益活动。

赵先生爷爷留下的这本报纸合集，历经多年纸张已泛黄。

抗战档案
继续征集中

报纸有中日文两个版本
日本美化侵略言论也多有收录。

在这本结集里，页码有些缺失，但仍
从目录中可见有近三百页。所收录《济南
铁路局报》的出版时间显示为“昭和十八
年七月份”。从7月1日直到7月31日，每天
都出版一期，另外还有两期号外，总共33
期报纸。报纸刊登的内容大多都有中、日
文两个版本，每期报纸平均六个版面，包
含山东多条铁路的运行情况汇总。

1943年7月1日出版的《济南铁路局
报》作为结集的开篇，记录显示为“济南
铁路局清扫整顿日”。特意刊出社训宣扬
日本的侵略主张，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
文中写道，要“宣扬善邻协和之大意，达
成大陆交通之使命，完成减私奉公之职
责，躬行修身齐家之常道”。7月9日刊发
了《随同国民政府参战社员之留意三

训》，“日华协力之本意为各自尊重其职
域向其本务，日华从事员之融洽团结为
社业进展之基”。

除团体旅客输送外，物资运输也是记
录的重要内容。其中7月16日出版的第四
版中记录了“运送花生油等”。第212页记
录了“界河石山线路补修用碎石输送，为
工事列车临时转。”第215页写道：“道床撒
布用碎石输送，为工事用临时列车运转。”

此外，《济南铁路局报》还有人事任
免令、列车员礼仪、工务段担责调整等与
当时铁路业务相关的内容。在当时的济
南铁路局，不少日本人也担任各种职务，
其中有份任免令写道：“济南站站务员雇
员蒲生安则，济南工务段普集保线分段
明水在勤线路工佣员李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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