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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地下要塞，沿阶而上，在嘈杂的
知了声中，有孩童的欢笑声。几位市民在
山中广场活动，有跑步的，有跳绳的，有
唱歌的，其乐融融。
跟随戴天佑和张彤晖的脚步，半岛

全媒体记者见到了要塞顶部的旋转瞭望
塔，在要塞内部，是可以瞭望海边的瞭望
孔。而在顶部，我们可以看到瞭望塔的全
貌，“这也是整个青岛山炮台中最大的看
点，瞭望塔是由4片20厘米厚的钢板经螺
丝铆合而成，能抵御当时最强大的炮火。
下面由44枚直径5厘米钢珠支撑，可作
360度转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转塔自
重6吨，连同框架总重160吨，“整个瞭望塔
在德国本土铸造而成，运至青岛山后拼
装完成。采用了当时德国最先进的铸造
技术，至今仍不生锈”。如此浩大的工程，
足见当时德国投资之巨。
山上的植被茂密，要塞军事遗迹被

掩盖在草木之中。
这些草木，有清末就有的野生楷树，
也有德国栽种的树种花草，如蓝色燕尾
花、大花金鸡菊等。“以前的范围更大”，
青岛植物学家于涛先生说，以前的青岛
山包括的范围很广，后来因为建筑房屋
有了缩减，但这里多年是军事基地，因为
植物有隐蔽的作用，所以植被保护较好。
青岛市区仅有的三处土蜂窝，其中之一
就隐藏在青岛山上，盐肤木、牵牛花、黑
松等，都是青岛山的特色草木。
花鸟虫鱼，让青岛山变得更加灵动

和美丽。而这座山，随着时局的动荡，曾
历经沧桑，更是遭受了战火的洗礼。
清朝的防御措施还未建设完全，青

岛山就成为了德国侵略者的军事基地。
1914年，一战爆发后，日本趁机向德国宣
战，要争夺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山，无疑成为日本人袭击的目标。
美国记者杰弗逊·琼斯坐在浮山山

顶上，亲眼目睹了青岛山要塞的两门大
炮被日军的海上炮火彻底打哑。战争最
后，“当日军参谋军官进入青岛失陷的要
塞时，满目疮痍，德国守军用炸药和硝化
甘油摧毁了所有的大炮，将一切但凡能
够拆除并可能作为占领者战利品的物品
统统拆卸掉”，“德国人几乎没有留给日
本人什么值得炫耀的‘遗产’”。只留下了
钢制炮座和水泥炮室，成为殖民主义者
侵略青岛的历史见证。
日本侵占青岛后，将青岛山作为他

们的军事基地，山林也得以保存。
1922年12月，中国收回青岛的主权，

之后，部队驻扎。但山上是允许人们进出
的。据青岛市档案管里的档案记载，山上
还可以打猎。
彼时的青岛山与大学是相连的，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岛，国立山大（原
称国立青大）的师生们经常会到青岛山
散步游玩，新月派女诗人方令孺，在担任

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时，就曾登上
青岛山。她在留下的诗作中写道：
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
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
泉水依然细细地在与山交抱，
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
1930年，梁实秋和闻一多在国立青大
校长杨振声的邀请下，决定“先尝后买”，
从上海抵达青岛，雇了两部马车游览市
区，就曾经登上青岛山，进入葱茏的绿树
中间，令梁实秋不由得感叹：“中国的大
好河山真是令人赏玩不尽。”
1938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次侵
占青岛，又把原万年兵营（后山东大学）
房舍作了兵营，这所校舍长期以来从青
岛大学到山东大学并没有院墙，这次作
为兵营以后修建了院墙。在北部通了阴
岛路（今红岛路），抗战胜利后又作为了
美国兵营，直到1948年底才交还山东大
学，这时因有了院墙并有阴岛路，山东大
学与青岛山才分割开来。
到了上世纪40年代，工事内部曾有

难民居住，引起了当局的重视，当局想方
设法安置难民，整修环境。
半岛全媒体记者在青岛市档案馆查
阅到，早在1930年10月，就发布了《关于请
财政局播发工务局炮台山风景亭等工程
费用的训令》，申请大洋3036.8元“建筑游
息的风景亭”，可见当时就对青岛山的环
境建设十分重视。
时间来到1984年6月，青岛市政府

决定将青岛山建设成公园。根据规划设
计,利用青岛山的特点分设春、夏、秋、
冬四个观景区和山顶登高眺望区。在山
的东南侧建成“怡然得”观赏亭1座；在
山的四周分别建成“知春”“翠波”“揽
趣”“梅友”4组景墙；山的北侧建有“雪
山”1座并配以儿童游乐设施。景墙内按
四季变化分别栽植树木花卉，形成各具
特色的观赏景点。建园绿化工程总投资
38．57万元，栽植各种乔木、灌木共
51587株。
之后的1996年，青岛市政府修复了
炮台旧址的地下掩蔽部，并在青岛山公
园东南入口处修建了青岛山炮台遗址
陈列馆，一座功能完善的青岛山遗址公
园呈现在了市民的眼前。
1997年，伦克忠烈士纪念碑在四方

机厂重见天日，随后运送到了青岛山，
为这座青山增添了一抹耀眼的红色。
采访结束下山前，半岛全媒体记者

注意到了景区两侧“勿忘国耻 振兴中
华”八大大字，这座美丽的小山，承载了
德日侵占、多次重建的沧桑历史。
是的，正如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和

平鸽造型所展现的那样，“我们爱和
平”；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一段段侵略
史，所以，要尽最大的努力守护我们的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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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煤油灯”。
“那是我们所常见的近代建筑，白
石与钢铁构成的杀人机器。地下有铁
道，一直通到外面：顶上有运炮弹的钢
轨。里面除了装置炮位的处所，还有许
多小房间：这是装发电机的；那是给炮
兵休息的；这是造饭的厨房；锈烂的大
铁锅里满满的泥块，据说还是牛肉；那
是伤兵休养室，在烛影模糊中，引路的
孩子指着墙上的斑点：‘这是伤兵的血
痕。’”柯灵所说的牛肉，曾经是一个景
点，叫“一锅牛肉”：“德军喜欢吃牛肉，
当年德军投降时，厨房里正炖着一大锅
牛肉，听到这个消息，来不及吃饭军队
便撤走了，这一锅牛肉被风干为历史的
遗迹，保留了下来。”
柯灵的所见所闻与半岛全媒体记

者所见闻相差不大，不同的是，如今没
有了牛肉和血痕，还原后的场景，更直
观地展示了掩蔽部的分区：
储衣室，陈列着发霉的军装、军帽

和军靴，这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在这潮
湿昏暗的环境里，发霉是常态；
休息室，分为军官休息室和士兵休

息室，军官休息是单间，士兵休息室为6
人间，等级分明；
弹丸室，存放着大量的弹药，在巷

道中行走，可以看到脚下的铁轨仍有留
存，“这是我们模拟当年德军所建造的
运输小铁轨。因为炮弹自重在300公斤
以上，非人力能搬运。所以利用小铁轨
和小车运输弹药。在铁轨的交叉点都有
一个旋转圆盘，用来调整小车方向”。

锅炉房，非常奇特，专门用来夏季
取暖使用。“遗址内部四季恒温，常年在
15摄氏度左右，冬天人体感觉不冷，但
到了夏季，室内外温差较大，这时就启
用锅炉供暖提升温度，也为了保证弹药
不受潮”。
另外，还有厨房、紧急逃生通道、地

下水以及两侧的防水隔离带等，设施一
应俱全，所以，“这里规模之宏大，结构
之复杂，功能之齐全，当时堪称亚洲第
一，现在仍为国内所仅存”。
半岛全媒体记者注意到，在墙壁

上，有不少正方形洞孔，有大有小，大的
边长有30多厘米，这又是做什么用的
呢？戴天佑说：“这些都是德国的通信
窗，因为房间比较多，为了传递消息快
捷，士兵会通过洞孔传递纸条，甚至大
声喊叫来提醒或者通报战况。”
保留的原汁原味的顶部钢筋结

构，清晰地记录着百余年的沧桑，正
如柯灵所说：“我们可以想象得出，那
些年轻的德意志兵士曾经如何蛰伏在
窖里，拨动大炮的机关，轰然向‘敌
人’开发 ,从容不迫地做着杀人的勾
当。可是他们也不是杀人的恶魔，他
们是受了铁血主义愚弄的青年，他们
杀死了多少异族的兄弟，结果自己也
做了异国的游魂。那壁间斑斑的也许
就是他们忏悔的血泪”。
道路的尽头，便是要塞的出口。
出口处，1 . 5米的墙壁残垣，向我们

展示着要塞修建者防御外敌的决心，这
是一座隐蔽的铜墙铁壁。

日日德德战战争争中中，，德德军军自自行行炸炸毁毁的的火火炮炮。。（（摘摘自自《《青青岛岛旧旧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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