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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寻找记忆中的“罗道园”

1992年，祖籍潍坊的张先生
终于回到故乡，回来后他立刻着
手完成父亲交给他的一项重大
任务——— 寻找“罗道园”。张先生
告诉记者，当时父亲一定要他打
听“罗道园”在哪里，他要去看
看。可是张先生问了许多人都说
没听说这个地方，而老先生亲自
去找也没有结果。张先生问父
亲，为什么一到潍坊就急着找

“罗道园”？父亲告诉他，当年他
们打下济南后部队就在潍坊“罗
道园”休整，那时的“罗道园”周
围特别荒凉夜间还不时的有特
务骚扰，他住的那家房东对他特
别好，家里不论做什么好吃的都
要给他留一份，那时父亲才十几
岁，房东拿他就像自己的孩子，
父亲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所以特
别珍惜这份关爱，总想找到这户
人家。

时间很快过去了。2005年，潍
坊市改造虞河建起了乐道广场，
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张先生去
拍片，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
这就是他和父亲苦苦寻找的“罗
道园”。原来是潍坊人说话比较
硬，罗、乐不分，父亲把“乐道院”
听成了“罗道园”，再说当年“乐
道院”建在潍县周边，现在几十
年过去了，“乐道院”的位置早就
变成市中心了，再上周围农村去
打听怎么问得到呢？“罗道园”找
到了，可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
找到那个房东。

潍坊市民潘理达1936年生于
潍县乐道院，即解放前人们惯称
的“洋楼”，潘理达的童年就是在
这里度过的。上个世纪四、五十
年代时从远处眺望，就能看到潍
县最高建筑广文中学的“大钟
楼”，教会的“大教堂”和医院的

“十字楼”，鲜艳的红色瓦房，掩
映在翠绿的参天大树中，景色十
分可观。

“乐道院”地处美丽的虞河

南沿，设有高大的围墙，有两个
大门，正门(北大门)和医院北门，
正门门楼正面贴制有“乐道院”
三个大字的横匾，门两旁各有一
座约一米高的青石墩，人们喜欢
坐在上面休闲纳凉。进入正门有
一条通往学校和教会的马路，马
路两旁生长着高大的白杨树，路
的左面(东)是一个大厅房，四面
玻璃窗，十分明亮，当时是医院
的门诊部，往前走是两层高的

“道学楼”，原来这里是教会讲道
的地方，后来医院已作为眼科楼
使用，是医院门诊的一部分。右
面(西)石坝上面是一座圆棱形大
教堂，它是西洋式建筑，白墙红
瓦，既华丽又庄重，建造别具一
格，教堂经常有盛大聚会和礼
拜。教堂周围的大柏树林里每天
傍晚都有无数飞鸟夜宿，嘻闹欢
叫，很惹人喜欢。学校高大的“钟
楼”上，悦耳的钟声“嗡嗡”地响
彻潍县城。最南面便是环境幽雅
的“外国院子”，园内十分清静，
这里有数座青砖红瓦小洋楼，住
着几位外国牧师，外人很少入
内，鸟儿在一米多高树杈上作
巢，这里有着异域美景，国外风
情，很有身处青岛“八大关”的感
觉。

走进“乐道院”铁栅栏东门，
左边是医院“十子楼”，各科住院
病人都在那里，那时虽然人员、
设备都很差，但还是担负起了昌
潍地区各县区重病、大病的诊疗
任务。大门两边各有一排小平
房，是医院职工居住的地方。往
前走去，西南方是数座西洋式小
楼房，名为“专家楼”，住着医院
的多位知名专家，小时候在这里
经常与一些外国小朋友们玩耍。
医院东南角还有一个“小岗楼”，
晚饭后人们喜欢到上面去浏览
野外景色。

“乐道院”外还有南、北乐道
村，村里有不少人在医院工作，
孩子们在广文中学和附小上学，
人们都非常熟悉。“乐道院”外虞

河北面不远处是解
放后建立的“昌潍
医士学校”(后改名
昌潍医学院)，原来
有一小木桥与医院
相通，后来建起了
虞河大桥使学院与
医院连接在一起，
十分方便了。经过
几十年的变迁，“乐
道院”的芳容也改
变了不少，后来的
人们了解的少了，
为此，特试着写出
从前“乐道院”的大
体模样，帮大家回
忆 那 段 悠 久 的 历
史。

那段不堪回首

的往事

1882年(清德宗
光绪八年 )美国基
督教长老会派牧师
狄乐播偕夫人阿撤
拉氏 (一说为狄珍
珠 )，来潍县传教，
并在当地教友的协
助下，在老潍县东

关处买地建立“乐道院”，道院由
教堂、学堂、诊所3部分组成。用
以传教、办学和开办诊所。

乐道，在汉语中有喜欢修
道、喜好圣贤之道、乐于称道等
意。可这位美国牧师不曾想到，
用以传教、办学、行医之用的乐
道院，60年后却成了西方同盟国
在中国侨民的囚禁之地。

1941年12月，日军突然袭击
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
争由此爆发。此后，美国政府为
限制众多的日本侨民在美国本
土的活动，将侨居在旧金山、夏
威夷等地的数万日本人强行集
中到洛杉矶附近的指定地点，隔
断其与外界的联系。

随后，日本政府采取报复政
策，将其侵占领土上的美、英等
敌对国侨民强行扣押，设立集中
营进行圈禁。南方日占区侨民强
行集中到分布于上海和香港的
10多个集中营，北方日占区侨民
则囚禁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

1942年3月，驻潍县的日本宪
兵队长汤本宣典率日本宪兵和
伪军强占乐道院，把所有人员赶
出，将房屋和区域依次编号，并
进行拆除改造，用以关押侨民。
这就是日本人称之为“潍县敌国
人集团生活所”的潍县集中营。
潍县集中营又称乐道院集中营，
因设在山东省，一些外国人也称
为山东集中营。它是二战时期亚
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

从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
潍县集中营先后关押英、美、法、
新西兰、加拿大、古巴、希腊、澳
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近20个
国家的侨民2008人。其间，因交换
战俘释放了500人。

被关押的人员以美、英两国
居多，主要是原驻北平、天津、青
岛、烟台等地的同盟国侨民，其
中有牧师、教师、医生、商人、学
生等，仅儿童就有327名。成人侨
民中有许多知名人士，如曾任蒋
介石顾问的雷振远，华北神学院
院长赫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
思，曾获奥运会400米冠军的世
界著名运动员利迪尔，辅仁大学
附中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任美国
第二任驻华大使的恒安石等。

他们之前散居在中国各地，
多年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到
了集中营后，生活完全变了。这
里的粮食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
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随
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
消耗殆尽，集中营内侨民吃的高
粱和玉米多已发霉，土豆腐烂变
质，肉上则满是蝇蛆。由于营养
不良，侨民体重下降，憔悴消瘦。
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
不足80斤。除了食不果腹，侨民
们大都衣衫褴褛，很多孩子因为
无鞋可穿，天暖和的时候常常光
着脚。与食物和生活用品短缺相
比，精神的折磨与虐待同样令人
无法面对。消息的封闭使得集中
营里的他们成了聋子。

此前，乐道院内学校、医院
以及生活设施俱全。日军进占
后，征用民夫砍伐树木，拆掉内
部院墙，四周围墙布设电网，新
建的岗楼上全部安装探照灯。院
内修了环墙路，墙头架设铁丝
网，日军看守肩扛上刺刀的枪，

牵着军犬在院内巡逻。昔日绿树
成阴、环境优美的乐道院，顷刻
间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人间
地狱。

“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
自来水，原始式茅厕，简陋的烘
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
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
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
茅棚店子，一排排监狱式房间，
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澳
大利亚人李大卫这样描述当时
的情景。

在集中营里，除少数家庭单
住一间房外，多数混合居住。小
平房内，每间住8个人。大房间
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在年幼
的戴爱美记忆中，“每铺床相隔
的空隙只有18英寸。打鼾、打嗝，
小便时冲击便盆的声音，成了夜
间的‘音乐’。对一些成年人来
说，隐私权利被剥夺最难忍受。”

日军将他们分成6个队，大
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队二百多
人，每人戴一个小牌子，写着自
己的姓名和号码，国别仅用英文
字母表示。

早晨听到钟声按时起床，早
饭后到操场集合点名，用日语报
数。除80岁以上老人外，所有侨
民必须参加劳动，有专长的充当
医生、护士、厨师、修理工等，其
余的轮流帮厨或种菜、运煤、拾
柴、刨地、清除粪便垃圾等。

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据潘理达回忆，当年他的父
亲在教会医院负责药局工作，还
兼任麻醉和放射科工作，因为那
时人手很少，潍县解放时全院只
有72名工作人员，当时胃大部切
除术算是大手术了，最大型的医
疗设备是一台10毫安的X光机，
那时的病房就是保留至今的医
院东北角的十字楼，各科病人都
住在那里。门诊设在医院西北角
一个不太大的厅房里，在那里潘
理达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霍乱、
黑热病、狂犬病等许多病人，从
小的耳濡目染使他走上了从医
之路。当时医院的环境很幽静，
鸟儿会在离地面两米多高的树
杈上筑巢，也无人捕捉。晚饭后
母亲常带孩子去医院北大门玩，
灯光下时常有几只小刺猬出现，
他们不怕人，跟散步的人玩够了
便各自慢慢离去，因为喜欢所以
大家从来不伤害他们。好景不
长，不久(大约在1942年)大多数
医护人员被日本人赶出了医院，
潘理达全家搬到了潍县南关大
街，靠父亲开小诊所度日，直至
日本投降后才搬回医院。

广文中学及广文附小都是
教会学校，校长是寿光人黄乐德
牧师，他也是乐道院的院长。黄
院长的儿子黄安慰是一位多才
多艺的教务人员，善讲故事，很
受人们爱戴。广文中学是潍坊二
中的前身，培养了不少优秀学
子，是一所口碑很好的中学。记
忆特别深刻的是广文中学钟楼
上那口大钟，它那悦耳的嗡嗡声
响彻潍县城，极具特色，现已放
在潍县集中营纪念馆陈列展出。
还有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里发
放救济物资，这是国际救济总署
分配来的东西，小学生排队点名

领取，当潘理达跑过去接物品时
被砸倒在地，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一场，抱着包裹到僻静处打开一
看，竟是100多条十分精美的西
服领带。还有一次抽签对号领
物，每人分一油筐旧皮鞋，多是
一些女式高跟鞋，潘理达和另一
位同学还各分到一只一尺多长
的男式大皮鞋，因这刚好是同一
双鞋，俩人互不相让，谁也不舍
得把自己的一只送给对方，后来
听说他那一只放在虞河里被水
冲走了，潘理达那一只也扔掉
了。

基督教会设有圣经学院和
识字班等单位，由美国人狄乐播
牧师和黄乐德牧师及一批传教
士传道布教。使潘理达记忆尤深
的一是被称作“南外国园子”的
院落，里面住着美国牧师，每家
住一座小洋楼，环境十分幽静，
外人很少入内。不少外国人最后
留在了中国，在“南外国园子”可
见到不少他们的卧式墓碑。还有
座落在乐道院北门西侧的那座
大教堂，它的建筑别具一格，既
华丽又庄重，每年的圣诞节这里
都有盛大的聚会，讲圣经、唱诗
篇，讲故事，有很漂亮的圣诞树
和由小朋友妆扮的圣诞老人，到
会每人还会分到一包糖果，来的
小朋友特别多。晚间大家一起在
外面玩，有的外国人还爬上楼顶
高唱英文赞美诗。平时晚上一个
人不敢到院子里玩耍的潘理达，
十分害怕黑影，但在圣诞夜却一
点也不害怕，直玩到深夜才肯回
家，十分开心。时过境迁，大教堂
虽早已被拆除，但使人欣慰的是
还有照片可见。

乐道院是世界闻名的潍县
集中营的所在地，数千名外国侨
民在这里受尽了日本军国主义
者的百般凌辱和奴役。日本投降
时，潘理达曾在乐道院北门外，
亲历各国侨民得知获得自由时
那欢呼跳跃、万分激动的感人场
面，以及外国人用白布铺在广场
上做成醒目的大十字，引导自己
国家的飞机前来空投物资的壮
观情景。一些外国人与中国的风
俗习惯大不相同，他们晚辈可以
直呼自己长辈的名字，还见到他
们不分男女老幼一起在院外虞
河里裸泳等新奇的事。解放前夕
外国人都纷纷回国，不少人已在
中国住了大半辈子了，他们恋恋
不舍地含泪而去。

潍县解放时，潘理达和广文
附小的同学们一起传唱着《你是
灯塔》、《解放区的天》、《咱们工
人有力量》、《跟共产党走》等革
命歌曲，戴着大红花，拿着红绸
子扭秧歌欢庆解放的情景，更是
潘理达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2005年，值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暨潍县集中营解放60周年
之际，潍坊市人民政府拨出专款
200余万元，对潍坊二中和潍坊
人民医院院内的5处潍县乐道院
既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进行了
维护修缮，并作为潍坊市重点文
物依法予以保护，同时，在虞河
边上建起了纪念潍县集中营解
放60周年纪念碑和乐道广场。

（奎文区档案局对此文亦有
贡献）

乐乐乐道道道院院院里里里
难难难忘忘忘的的的记记记忆忆忆
本报记者 蔚晓贤

初秋时分，潍坊的景色愈发迷人，散步在虞
河南岸，在微黄的苍天大树的掩映中，景色十分
可观。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男女老少漫步的乐园，
随处可见的小桥流水，垂钓的老人，河中特意放
置的竹筏，营造出一种中国传统的园林景致，然
而树林深处，却隐藏着一座西洋式的建筑，这座
建筑一下子让潍坊人穿越到久远的过去，让人
们回望那段不可遗忘的历史。

乐道院旧影。

如今的乐道院成为人们观赏游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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