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8 中國專題 ■責任編輯：李楊洋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

14萬華工陷歐戰前沿
日前，由青島市檔案局、交運集團、

青島市僑辦聯合舉辦的「第一次世界大
戰與青島」展覽、「一戰華工在歐洲」
展覽在青島舉行。此次展覽中，展出一
戰史研究專家劉增平的大量收藏品。
其實，關於大戰之初，中國參戰是否

正確，當時的北洋政府內部一直有所爭
論。隨戰局的日漸明朗，中國決定加
入協約國一方，但參戰條件是「以工代
兵」，即派出華工支援歐洲戰場。
1917年，14萬華工浩浩蕩蕩越過重

洋，到達歐洲。華工們剛剛下船，就被
英國、法國、美國分別支配，立即在前
線或後方承擔起挖掘戰壕，裝卸彈藥，
修築鐵路、公路、橋樑，製造槍彈，救
護傷員，掩埋屍體甚至掃雷等最艱苦、
最繁重的工作。可是在華工從中國出發
前與英法當局簽的合同上講明「不參與
戰鬥」，而事實上華工們所從事的工作
則是戰鬥的最前線。殘酷的歐洲戰場、
危險的一線戰壕使許多華工慘死在異國
他鄉。
劉增平認為中國參戰是正確的選擇，

他表示，當時世界格局動盪變化，中國幾
乎是戰無不敗，對戰爭有近乎本能的恐
懼。從甲午戰爭到一戰爆發二十年間，中
國在政治、文化、世界觀等多方面均經歷
了巨大變化。北洋政府時期，經濟雖有所
開放，但是北洋政府領導人的意識仍然保
守。但此次參戰不論是14萬華工的「以
工代兵」還是民眾間接參與青島作戰，均
向世界展示了一個積極的形象。

開民族復興先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山東青島成為

一戰中亞洲唯一的戰場。青島日德戰爭
從1914年9月一直持續到11月，歷時兩
個多月之久。日本發兵5萬餘人奪取德
國膠澳租借地。11月7日，德國戰敗投
降，開始了日本對青島長達8年之久的
殖民統治。直至華盛頓會議後北洋政府
才收回青島權益。
劉增平認為，青島權益的爭奪，

涵蓋了包括日德美英多方博弈，並且
以中國作為犧牲者，雖然戰後巴黎和
會上青島權益被犧牲，但隨後的華盛頓
會議上中國成功收回青島，青島回歸是
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正式體面地收回自
己的國土，是眾多租界、租借地收回的

開端，青島主權回歸也是標誌中國民
族開始回歸復興。

一戰促共產黨誕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中國是屈辱的回

憶，但14萬華工的英勇精神受到了世界
的尊重；青島權益也在國人吶喊中收
回。其意義遠不止是給中國初登國際舞
台嶄露頭角的機會。
劉增平通過研究認為，一戰除了促進

國人覺醒以外，還為中國共產黨誕生起
到了推助作用。劉增平說：「一直以
來，人們在論及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外部
原因時，往往僅歸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影
響，而忽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
結束後，西方列強爭權奪利的醜態與中
國爭取外交的失敗，嚴重影響了一批對
於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抱有好感的進步人
士，大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國內
的傳播。
同時劉增平指出，也就是因為一戰，

列強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掠奪，使中國
民族工業得到迅猛發展，促使工人階級
迅速壯大，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
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劉增平說：
「正是由於一戰的原因，為共產黨誕生
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思想基礎與階級基
礎，極大的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誕
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到三年，
中國共產黨誕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不到四年，新中國成立。劉增平說：
「從這些歷史密碼中，可以看出，戰爭
對於國家的政治、政權都具有微妙的推
動性因素。」
百年時光飛逝也許會磨滅人們心頭

的許多記憶，但充滿屈辱的往事歷
歷在目。隨一戰結束後，各路列強
的捲土重來，中國經濟短暫的「黃金
時代」告一段落。但中國人在尋求強
國之路的目標上，卻越來越清晰。第
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年後的今天，
傳遞與回憶，研究與解讀，是我們國
人永遠不會放棄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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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山東青島作為亞洲唯一的戰場，百年前曾在此集結了日德英奧

多國的數萬軍隊，在青島海陸空展開廝殺，戰爭從1914年 9
月至11月共歷時兩個多月。 值得一提的是，日德戰爭有了「空
戰」元素，這也是亞洲戰場首次出現空戰。劉增平向記者介紹，
因為在一戰初期，飛機剛剛登上戰場，對飛機的使用處於懵懂時
期，沒有成熟的作戰指導思想，戰鬥是飛行員間比槍法。日、德
軍隊青島的空中之戰，是一次以偵察活動為主的小規模空中作
戰，除偵察外，在射擊、轟炸方面尚屬於初級階段，甚至在空戰
中互扔磚頭，但卻打開了亞洲空戰的先河。
據史料記載，1914年9月5日至10月13日，日軍飛機與德軍飛
機在青島進行了以偵察為主的空中作戰行動。期間，日德雙方戰
機紛紛對敵方地面部隊展開偵查與攻擊，但由於早期空戰並沒高
精的射擊與投擲的瞄具，不少炸彈都被投空。日德飛機第一次空
中對峙發生在1914年10月，日軍地面部隊逼近青島，準備發動總
攻，德機每天出動實施偵察。10月2日德機對日軍「關東丸」軍
艦投下2枚炸彈，未命中。10月13日再次實施戰場偵察時，日海
軍航空隊和陸軍航空隊4架飛機對德軍飛機採取包圍態勢，德機穿
入雲中脫逃。

一戰結束後，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五四運動」。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外爭
主權，內誅國賊，還我青島，誓死力爭」是歷史上著名的運動口
號。其中劉增平在研究中發現，「還我青島」口號早在1915年
初，就出現在青島平度一所學校的《學生號簿》上。
1914年10月31日，日英聯軍總攻青島，11月，青島陷落後，

青島工商業陷入癱瘓，很多人為避戰亂，紛紛拋家捨業逃往他
鄉，青島城鄉殘破不堪，景象淒涼。劉增平在青島平度縣縣立乙
種農業學校1915年1月的《學生號簿》上發現，號簿封底的題字
為毛筆書寫的「保家保國，還我青島」，這是「還我青島」的口
號第一次出現在文字記錄中，並早於五四運動四年多。據劉增平
介紹，平度縣縣立乙種農業學校是以教授農工商業必需之知識技
能，傳授農業技藝為主，曾規定「學童概宜上學四年」等，1915
年在校學生260餘人，大都是平度縣域內的學生，也有周邊縣村
的學生。從該校「保家保國，還我青島」可以看出，當時學生及
教師的愛國心切。

據了解據了解，，青島從今年年初正手建設青島山炮台一戰遺址公園青島從今年年初正手建設青島山炮台一戰遺址公園。。
目前目前，，青島山炮台是日德之戰僅存的戰爭遺址青島山炮台是日德之戰僅存的戰爭遺址，，也是第一次世界大也是第一次世界大
戰亞洲唯一的戰場遺跡戰亞洲唯一的戰場遺跡。。青島山炮台位於青島山南側又名京山炮青島山炮台位於青島山南側又名京山炮
台台，，海拔海拔128128..55米米，，位於青島老市區中心位於青島老市區中心，，背依鬧市背依鬧市，，面臨大海面臨大海。。
青島山炮台遺址既是德帝國主義侵略霸佔青島的歷史見證青島山炮台遺址既是德帝國主義侵略霸佔青島的歷史見證，，

也是地下軍事建築的經典之作也是地下軍事建築的經典之作。。規模之宏大規模之宏大，，結構之複雜結構之複雜，，功功
能之齊全能之齊全，，享譽亞洲享譽亞洲，，現在國內並不多見現在國內並不多見。。炮台要塞指揮部先炮台要塞指揮部先
後為德後為德、、日日、、美軍所用美軍所用。。解放後解放後，，為解放軍海軍某部戰備指揮為解放軍海軍某部戰備指揮
所所，，19921992年交由青島地方政府年交由青島地方政府，，19971997年年1111月月1414日修復對外開日修復對外開
放放，，炮台遺址展覽館作為旅遊景點成為青島重要的愛國主義教炮台遺址展覽館作為旅遊景點成為青島重要的愛國主義教
育基地育基地。。由於基礎設施陳舊由於基礎設施陳舊，，已經不能滿足遊客和市民需求已經不能滿足遊客和市民需求。。
青島市市北區計劃在青島山炮台原有設施的基礎上青島市市北區計劃在青島山炮台原有設施的基礎上，，重新規劃重新規劃
建設建設，，將其打造成一戰遺址公園將其打造成一戰遺址公園。。

■青島平度學校《學生號簿》上書「保家保國還我青島
民國四年一月」。 本報青島傳真

■日本報紙登出「青島陷落」。 本報青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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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我青島」記錄早於五四

青島建遺址公園

很少有人知道，山東青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亞洲唯一戰場。1914年秋天，日本對德國的一紙宣戰詔書，將燃燒在歐洲的一

戰戰火引到了中國。日德英奧數萬人在山東青島展開了廝殺。剛剛推翻帝制不久的中國，也第一次以「現代國家」的身份，捲

入了這場「混戰」。戰後的巴黎和會上，當列強將青島從德國人手中送交給日本的時候，國人就此驚醒：救中國只能靠自己。

初登國際舞台，北洋政府的外交是幼稚與失敗的，但一戰的槍炮卻喚醒了中華民族長達百年的自強不息。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周年，青島舉行了大大小小紀念一戰主題的數場活動。當人們直面歷史，回首青島日德戰爭時，

會為青島多難的命運而哀傷；會為中國「戰勝而不勝」的結局感到汗顏。青島歷史專家劉增平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一戰對中國

的影響意義重大，不僅讓中國開始參與國際事務，更激發國人尋找民族復興的自強之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宇軒青島報道

■■青島大批民眾參觀一戰主題展覽青島大批民眾參觀一戰主題展覽。。 王宇軒王宇軒攝攝

■■青島山炮台遺址青島山炮台遺址。。 王宇軒王宇軒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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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山上德軍防禦要塞。 王宇軒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