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山东军
民经过长达 8年的奋勇抗战，取得
了歼敌60余万、解放山东90%以上
国土和90%以上人口伟大胜利的光
辉历程，同时也付出了沉痛的代
价。

据《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
伤亡和财产损失研究》，日军侵华
期间，因战争因素造成山东境内伤
亡人数至少在600万至653万之间，
制造的伤亡 10人以上的惨案有上
千个。齐鲁大地陷入8年血火之中。

招远一座金矿

六年被掠金16 . 5吨

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
抗战史专家赵延庆曾整理过日军
在山东的疯狂掠夺。

在沦陷区，日军通过伪联合银行
发行６０亿元的巨额伪钞，搜刮沦陷区
人民的血汗钱，同时在沦陷区城市推
行所谓“商民献金”活动。１９４４年９月，
仅济南商会就“献金”近９００万元。

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工矿
和农业资源的掠夺也很惊人。以招
远玲珑金矿为例，在日军侵占的六
年半时间里，共被掠夺黄金１６.５吨，
折合５２.８万两；白银３８.４５吨，折合
１２３万多两，此外还有６２２６吨铜和
大量的硫。

以当时著名的中兴煤矿为例，从
1899年到1937年的38年间，中兴煤矿
总计采煤1914万吨；而日军仅7年零4

个月，就在矿工的累累白骨上，盗取
了1333万吨煤炭，或由连云港运回日
本，或运往东北昭和制铁所，用以制
造枪炮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企业被随意“军管”

企业家不合作就入狱

除了掠夺矿产资源，对于战前
繁荣发展的城市工商业，日军对其
更是釜底抽薪，肆意掠夺。

以最早开埠的济南为例，据山
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畅讲
述，1938年2月，日军宣布对成丰面
粉厂“军管”后，原有股东靠边站，
日方只留用职工7人，工人71人，其
余均予遣散。据成丰估算，其间盈
余至少179万元，日方仅给5 . 67万元
即作了结。从“军管”到“合办”，抗
战8年成丰总损失至少190余万元。

徐畅介绍，在日军物资控制和
经济统制下，原本兴旺发达的工商
百业萧条至极。济南本为金融业重
镇，“七七事变”时共有银钱行号52

家，1939年仅剩26家，资本不足伪官
商合办鲁兴银行的四分之一。又如
成大纱厂1944年被日军运走8000多
枚纱锭，拆毁纱锭1万余枚，机器被
破坏得残缺不全，1300余间厂房屋
舍倒塌大半，破乱不堪。日军投降
前夕，厂内仅有资金8 . 4万元伪币，
次棉8万余斤，粗劣棉纱17件，负债
2400余万元，职工生活苦不堪言，难
得一饱。再如振业火柴公司1944年
产量仅1 . 23万件，只相当于1913年
的0 . 5％。

更恶劣的是，日军还千方百计
打击不甘心合作的企业家。日军侵
占济南不久就召集工商界头面人
物集会，成立伪济南市商会，一些
不愿与日军合作的企业家备受打
击。1943年复聚长粮栈王冠东被日
军以“暴利罪”逮捕入狱。

（宗合）

“怕鬼子买东西不给钱，但他们买东
西一旦给钱了大家更怕。”这是青烟一带
的老人回忆日军滥用“军用手票”充当钱
币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抗战初期，各地商民大量发行土杂
钞，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也发行了二
三十种货币，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

现年87岁的烟台莱州市档案馆原副
馆长方秋漪介绍，当时一些较大的商户都
有自己发行的货币，不过发行者很少强制
其流通。而日军却不同了，他们拿着毫无
经济支撑的军用手票进行经济活动，对方

不接受轻则动手，重则要人性命。商户收
了这所谓的钱币，所有的银行、钱庄都不
认，甚至连日本侨民都不认，等于收到了
一张废纸，同时还要按照日军的要求给他
找回一大把法币，蒙受双重损失。

鉴于此，商户们遇到鬼子使用军用手
票来买东西，宁肯把东西白送也不愿收。
日军还把日本已不流通的三种旧货币拿
来，粗略地涂去“日本银行兑换券”，加盖
上红色的“军用手票”就算是钱了，靠这些
废纸，掠夺大量粮食等物资。

方秋漪介绍，日军还通过伪中国联合

准备银行发行货币（俗称联银券），荒唐的
是，由于联银券发行仓促，连刻版都来不
及，只好使用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把
黄帝、关羽、岳飞等不相干的人物印制在
钞票上，试图激起民众使用的兴趣。

同样滥发的，还有法币、韩复榘发行
的“山东民生银行”纸币等，加之日军将外
地收缴的法币等大量投放根据地和国统
区，使当时山东的金融市场陷入极端混乱
状态。“法币等货币也大大贬值，吃一顿饭
都要带着成捆的钞票去，货币市场是一片
混乱。”方秋漪说。

货币滥发给根据地建设带来巨大困
难。1938年3月，郑耀南等人建立胶东抗
日游击第三支队。“三支队一成立就面临
着资金问题，军费开支，后勤保障都没有
着落。”方秋漪说，为解决军需民用，1938
年3月，三支队决定筹建北海银行，发放使
用自己的货币。

“我访问过亲自参与北海银行创建的
老同志，据他们讲，当时计划从掖、黄、蓬
莱三县募集资金，后来因为鬼子进攻，蓬
莱未能募集资金，掖县募集了5万多元，黄
县募集了4万多元，两县加起来一共募集

了10万多元。”方秋漪说，这10万多元成
了筹办北海银行的启动资金。

启动资金有了，但没有懂银行业务的
人。这时，张玉田出现了。张是青岛私立中
鲁银行的总经理，日军占领青岛后因不愿
做亡国奴，愤而回到掖县老家。郑耀南等
人于是带着200块现洋登门，请他出面。

“张玉田很感动，当时就拍胸脯说这事
交给他办。”方秋漪说，印刷机、印钱用的道
林纸掖县均没有，只能到天津、青岛购置，

“他们只好先在掖县设计版样，然后拿到青
岛去刻铜版，为防敌人检查发现，制版时刻

的是‘冥府银行’字样，回到掖县再改成北
海银行。”方秋漪说，张玉田还安排人把铜
版装在一口铁箱里，再把箱子的缝隙焊起
来拴在船底，这才安全拖回了掖县。张玉田
还通过关系在天津买到了道林纸。

1938年的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
县城开业，而第一批北海币在几个月前就
已上市流通，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
元四种，虽然面值不大，但极受民众欢迎。

那年春节，方秋漪收到了一张爷爷给
的北海币压岁钱，“我记得是五角的，当时
感觉特别新奇，特别喜欢。”

炮火中建银行，铜版藏船底下运送

打击伪币排挤法币，7亿北海币占领全省

至1939年底，北海银行累计发行北海
币417100元。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扩大
北海币使用范围，北海银行被升格为整个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银行。l940年秋，在鲁中
设北海银行总行，胶东北海银行改为分行。

日伪一刻也没停止打压北海币，甚至
在1942年伪造大量北海币投放到根据地。
史料记载，在山东全境发现的伪北海币达
四五十种。对此，根据地军民展开了反击假
币保卫北海币的斗争，杜绝假币。

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北海币发行量少，
在根据地仅作为法币的辅币存在。随着抗
战中后期，法币飞速贬值，山东根据地先后
采取了法币贬值和停用法币的政策。

1942年1月，省战工会指示各地，为提

高北海票信用，各地区应迅速确定以北海
票为本位币，对法币实行折扣使用。1942
年7月1日起，根据地所有军政民间来往账
目，借约契据，一律以北海币计算。1943年
7月初，滨海专署宣布停用法币，北海银行
也把原用作准备金的法币，投入敌占区换
回大量物资。

经过各地不懈努力，1943年，至少有6
亿元法币被排挤出根据地市场。到 1945
年，又将几十亿元伪钞从新解放区排挤出
去，基本实现了排法禁伪任务，到抗战胜利
前夕，山东抗日根据地约有7亿元本币在
市场流通，北海币占领了全省市场。

“有了自己的银行，抗日军队就有了后
勤保障。”方秋漪说，用北海币到民间换取

黄金购置药品、枪支等，有力支援了抗战，
仅1944年春天，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就给八
路军彭德怀部队提供了足足一万两黄金。

1100万万元元办办银银行行
打打下下全全省省市市场场
炮火中诞生的北海银行万两黄金支援八路军

鬼子拿“纸”当钱使，商户宁肯白送也不收

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
一个名为“北海银行”的稳固经济“后方”。这一“后方”
在经济领域展开对敌斗争，不但有力打击了日军的经
济掠夺，而且为军队输送了大量给养，为地方政府提供
了大量经费，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与解放区的经济建
设。在这个过程中，北海银行也由胶东迅速发展到全
省，最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前身之一。

北海币 (方秋漪供图)

位于莱州市的北海银行旧址。 (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泰来 侯文强

我们的抗战

·山东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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