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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过团岛山，登过青岛山，并在
太平山上寻觅过要塞遗址，留存在青
岛大地上的冷冰冰的建筑，记录了德
国侵占青岛的往事。“炮台是德意志帝
国侵占胶州湾时建筑的。青岛由德国
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再从日本人
手里接收回来，历经沧桑，留下这触目
惊心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国剧作家柯
灵在“青岛印象”系列中写到的《魔
窟》。

众所周知，青岛的地理位置非常
重要，所以早在1891年，清政府就批准
在胶州湾的青岛口修建炮台，驻扎军
队。自1892年起，清军将领章高元在青
岛口建设了一座总兵衙门、两座栈桥
码头、三座炮台、四座军营等军事设
施，防御外敌入侵。但由于甲午战争影
响，直到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青岛
要塞仅仅建成了一座炮台——— 青岛炮
台，安设了三座口径为150毫米的德国
克虏伯厂生产的设有防盾的加农炮。

而其他两座炮台工程只建设了一半，
未能完工即被德军侵占。
1897年11月德国侵占青岛后，迅

速在青岛大小山头、海岸线上修筑了
炮台、堡垒、兵营等各种军事设施，
因为他们知道青岛地理位置的重要
性，他们也知道，自己看中了这块宝
地，别的列强也会盯上这里。德军甚
至进行假想敌演练，看看哪个地点或
者环节薄弱，可谓做足了防御功夫。
17年的时间里，德国在30余平方

公里的要塞区内，规划了9个防区，其
中建设完成的为青岛与大鲍岛两区，
以及台东和台西两个镇。可以说，青岛
是一座在要塞内发展起来的海港城
市，要塞建设未曾止步，直到1914年的
来临。
纵观设防图，德军沿市区东部的

太平山麓和海泊河中下游一线，构筑
了南起浮山湾小湛山，北抵胶州湾内
海泊河口全长六公里的步兵堡垒防御
工事。德军沿防御线高地共构筑了小

湛山、小湛山北、中央、台东镇、海岸五
大堡垒群(即民间所称的一号、二号、
三号、四号、五号炮台)。这些堡垒由一
处大堡垒、二至四处中小堡垒组成，每
处堡垒均有地下通道连接。在大堡垒
周围另有九至十三个不等的战时小堡
垒，用以驻兵、贮存给养、弹药和作战
指挥与掩体。步兵防御线居高临下，设计
周密，易守难攻。在堡垒线外侧，开挖了
一道深约5米，宽约6米的壕沟，沟底和堡
垒周围架设了通上电流的铁丝网，一直
连接南北海滨。在壕沟两侧，沿壕沟修筑
了一长串步兵掩体和火炮、机枪掩体(地
堡)，配置了轻型火炮、机枪、步枪等武器，
构成了长达6公里的坚固防线。德军还在
浮山-孤山-楼山一线修筑了外围警戒
防线。
德国海军部在规划青岛要塞时，

除将原清军的炮台设施予以扩建、安
设新式火炮外，又先后规划建设了一
批永久性大型炮台以及步兵堡垒等防
御工事。经过长达十余年的三期规划

建设，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前夕，青岛要塞已基本建成。在前海一
线，修筑了团岛炮台、台西镇(西岭)炮
台、青岛(衙门)炮台、俾斯麦南炮台、汇
泉角炮台五大海防炮台；在市区主要
山头上，修筑了俾斯麦北炮台、伊尔底斯
北炮台、伊尔底斯东炮台和台东镇炮台
(没有安装火炮)；除上述永久性海陆炮台
外，德军还在战前突击建设了一批临时
炮台：在面对要塞的陆地正面的毛奇山
(贮水山)、台东镇和面海的伊尔底斯山
(太平山)等地建造了30余座安装有中小
型口径火炮的临时炮台。
而且，德军还规划建成了俾斯麦、

伊尔底斯、毛奇、黑澜四大军营(后黑
澜兵营改为德华大学，青岛要塞仅保
有三座兵营)。另在薛家岛、崂山、胶
州、高密、济南等地也修建了一批中小
型兵营。同时，德军还建设了军火库、
造船厂、军医院等军事设施，以上各类
军事设施共同构成了青岛军事要塞的
全方位纵深防御体系。

抚摸小湛山堡垒的墙面，冰冷，斑
驳，寒风凛冽，有声音由远及近，仿佛
能够听到已经逝去百年的炮火声。

不一会儿风声渐歇，声音由怒吼
变成了叹息。狂风吹开的云层中，阳光
从缝隙中照耀进来，扫去了一切阴霾。
挂牌“湛山炮台”旧址的大堡垒上，彩
绘正在进行，脚架还在，期待完工时
刻。

时光再次回到1914年。
那年的8月至11月，日本与德国在

中国的青岛地区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
争，史称日德战争，成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远东的主战场。
1914年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9月

2日，日本陆军第十八师团和二十九旅
团5万军队在龙口登陆，侵占胶东和胶
济铁路，日本海军第二舰队60余艘军
舰从海上攻击青岛。日本的盟国英国
也出动数艘军舰和近两千陆军配合日
军进攻青岛外围，逐次占领德军外围
阵地，集中兵力海陆攻击要塞核心阵

地。10月31日，日军发动总攻，重点争
夺德军要塞的核心阵地——— 步兵堡垒
防线，战斗非常激烈。
最惨烈的战斗在俾斯麦山（青岛

山）发生。
衣琳先生研究称，1914年11月7日

清晨时节，突破德军前沿中央堡垒的
一支日军突击队穿过台东镇南侧沿着
南北两侧的山路围攻俾斯麦山。这里
的德军大部分都支援台东镇东堡垒去
了，留守的德军兵员很少，面对突如其
来的日军依然在顽强阻击着。在攻打
俾斯麦山北炮台时，日军突击队遇到
了德军在山腰处马克沁式重机枪的拦
阻扫射，在损失了1名尉官及13名士兵
之后，日军见硬攻不下，便绕道迂回，
从山的背面包抄过来，日军的多路进
攻使德军的重机枪失去作用，最后日
军占领了该山头。阵地上的30余名德
军士兵放下武器。这也是在市区内山
头上经过血腥战斗才夺占的德军阵
地。当时，日军未料想德军会如此顽
抗，盛怒之下的日军在占领阵地后愤

然用枪托、铁锹等将多名德军战俘打
死，以报复他们在投降前的顽抗。此
后，在签订了德军投降书及移交德军
在青岛的一切军事要塞之后，日军士
兵对德军战俘的复仇心理才慢慢平静
下来。
德军在俾斯麦山上的南北炮台在

整个日德战争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
用，成为驻守前沿的德军最有力的火
力支援阵地，同样也成为日英联军重
点打击的目标。1914年11月7日清晨俾斯
麦山这些巨型火炮的沉寂预示着战争的
结束，这场短暂又惨烈的争夺战随着德
军自行炸毁所有火炮并向穿插而至的日
军突击队放下武器而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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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战争中，日本出动60余艘

军舰和5万陆军，在英国军队的协助下
向据守在青岛要塞的德军发动海陆空
立体式攻击。德国苦心经营了17年的
青岛要塞、城市、港口和胶济铁路被日
本占领。青岛要塞是德国为长期侵占
青岛和争霸世界而规划建设的一处大
规模的军事设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亚洲战场的主战场，是德日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的罪证，同时也是重要的
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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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家洼广场先贤仲子像。

于涛先生讲述小湛山堡垒来历。

青岛山炮台旧址。 仲家洼要塞现状。

小湛山堡垒现状。

湛山炮台旧址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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