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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之变路艰辛，风雨归程多磨难。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岛地区发生
了清廷胶澳设防、德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侵占青岛等重大历史事件，青
岛也由渔耕村落演变为殖民城市。一战爆发后，青岛成为远东唯一的战场。
战后，日本以青岛为砝码，推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坚
决反抗，引发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爱国运动。几经风雨，青岛也最终
回到祖国怀抱。全面展示青岛“苦难归程”的一战遗址博物馆将于12月11日
开馆，本报记者带您提前在博物馆中探访一番，感受青岛的百年沧桑历史。

青岛山飞起“和平鸽”
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将于12月11日开馆，本报记者带您先睹为快

11月28日下午，半岛记者来到
坐落于青岛山脚下的青岛一战遗址
博物馆。一战遗址博物馆的建筑整
体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由东南
大学齐康院士设计，整个建筑造型
寓意“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在博物
馆整体的上方还有一口大钟，寓意
“警钟长鸣”。
一走进序厅，一瞬间就能将参

观者带回百年前的青岛，感受当年青
岛遭遇的种种磨难。据青岛山炮台遗
址基地副主任卢钧介绍：“按照时间
顺序应该是‘德占青岛’‘日德战争’
和‘苦难归程’，但是我们为了突出主
题，就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放在
了中间，浮雕上做了一些战争的元
素，浮雕使用的岩石也是体现了青岛
人民抗争坚毅的精神。”

整体介绍>>>

展馆主题为“还我青岛”

据了解，一战遗址博物馆建筑
面积约9900平方米，主要包括主题
展区、临时展区、4D影院、办公区、
地下车库等。主题展区面积约2600
平方米，馆藏文物约1800件，主题
展览“还我青岛”分为“德占青岛”
“日德战争”“苦难归程”三个部分。
馆内通过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
以及运用场景复原、多媒体等现代

化布展手段，再现了自青岛建置至
主权回归的艰难历程。以“还我青
岛”为主题的对外抗争，成为现代
民族意识觉醒的起点，因此而引发
的“五四运动”，开创了反帝反封建
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新纪元。青岛
一战遗址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
全面展现一战对中国命运影响的
博物馆。

馆内文物约1800件

据了解，博物馆在参观游线设
计上，将展览的第一部分“德占青
岛”和第二部分“日德战争”陈列于
展馆的地下一层，通过“地上与地
下”的空间过渡，带给观众回顾和重
温历史的穿越感。同时将第三部分
“苦难归程”陈列于展馆的一层，带
给观众从“屈辱到抗争”的上升感。
为帮助大家了解青岛村的原

貌，博物馆还专门制作了青岛村场
景复原短片《家园故国》，能够让参
观者深刻地体会到当时青岛尚未被
占领之前的安逸与平静。

在“德占青岛”部分，有“镇馆之
宝”之称的油画作品《蓝村袭击战》讲
述的是青岛近郊蓝村附近民众组成
大刀会，英勇抗击德军的故事。德国在
修筑胶济铁路的期间，掠夺土地、侵害
沿途民众利益，声势浩大的抗德阻路
斗争。在高密、胶东半岛乃至山东近代
反帝斗争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建设的军事

设施，包括炮台、兵营、堡垒等，采用
了全景塑模沙盘的形式，上面的灯光
照射到哪个位置，三维动画就会出现
相应的画面，一目了然，直观清晰。

精彩看点>>>

场景复原力求真实

为了让参观者能够更加直观地
感受到当年的场景，博物馆里采用现
代科技手段，设置了很多互动体验环
节，可以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百余年
前的青岛，切身体验历史场景。
其中，参观者不容错过的一个

场景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复制还
原的一节胶济铁路火车车厢。车厢
里面设置了车座，车厢窗上利用三
维动画等形式，复原了当时胶济铁
路沿途的一些场景，火车站、田园
村庄等，从青岛站出发，沿途是大

港站、四方站、张店站、坊子站等，
终点站是济南站。参观者坐在车厢
里，能够体验一番百年前坐火车的
场景。
另外，在纪念一战期间赴欧洲战
场的华工的场景前，还设置了电子鲜
花台，参观者可以用电子鲜花的形式
向他们表示哀悼和尊敬。据了解，互
动体验的场景在博物馆中也是随处
可见，既可以让参观者直观地感受当
年的历史，也可以增加参观时的趣味
性，可谓一举两得。

互动体验可“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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