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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岛市城市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文物保护工作承担了极大的压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原因，笔者接待了多批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外国和港台文化学术团体。他们中有调查当年

日本政府和军队强行掠夺中国劳工罪证的劳工诉讼案的日方律师团、中国对日诉讼案支援团体，也有来华调查日军使用毒气弹等罪行的日本中归

连友好访问团等友好团体，以及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香港、台湾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学术团体、人员等。 

         在笔者陪同访问团参观市区历史文化遗址以及进行学术交流过程中，一些现实问题不可避免地呈现在面前，成为交流讨论的中心话题，那

就是经过多年的城市改造，大量能体现青岛百年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的近代历史建筑及历史街区的拆除改造，造成青岛市许多有珍贵历史价值的

文化资源被毁。特别是许多被认为是德国、日本侵略中国罪行标志的建筑被拆除，更使这些同中国人民一道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和反对日本军

国主义复活的日本等国家友好人士的不解和遗憾。然而，让他们不理解的还有：“虽然这些建筑和文物已经拆除，但为了让后人和来访者了解和

记住这些历史，为什么不在这些文物的遗址旁树立说明牌加以标示呢？你们青岛的专家为什么不向政府提出建议呢？”笔者也接待过许多曾经在

青岛生活过的老居民后代（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以及德国、日本人士为主）来青岛“寻根”、“寄情”者，同样由于拆迁改造或历史资料缺

乏等原因无功而返，徒留下众多遗憾。 

  类似的建议笔者在多年以前就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向有关部门、领导提出过。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被日军作为专门关押中国战俘、劳工集中

营的青岛体育场被拆除之后（笔者在拆除之前曾多方呼吁保护这一国内唯一现存的劳工集中营，未果），笔者为了向二战中中国被害劳工对日诉

讼提供证据，除查阅提供了该建筑和集中营的历史照片、档案资料、口碑资料外，也曾多次建议在铁山路85号和青岛体育场遗址设置文物遗址标

志和说明牌，以保存历史文脉，教育后人。另外，对于青岛其他众多已然消失但具有较高文物、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遗址等同样应该树

立文物遗址标示，以达到延续历史的目的。这些建议得到了众多专业人士的赞同及政府部门的支持。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见实效。 

  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其他原因，一些老建筑不可避免要被拆除或改建。但在文化氛围较浓、文物保护意识较强的

国家里，在这些被拆建的建筑物上大都要留下老建筑的印记——或保留一些建筑材料，或保留部分墙面，并在建筑物旁加以说明，以表示本建筑

物的历史与文化地位，并在文物建筑前对该建筑（文物）的历史与文化予以文字说明。实在因大规模拆迁，原建筑无遗迹可存留的情况下，则在

其原址上树立文字标志牌加以提示。这一点在日本尤为普遍。由于日本在二战中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故在二战后期其本土遭到盟军猛烈轰炸，

东京等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战后日本重建时，东京除日本皇宫等少数历史建筑外，其他建筑物基本都是重新修建的。因此，日本就在一些重

要历史建筑的遗址旁树立起标志牌予以说明。笔者在东京日中友好协会附近饭田桥一带主要马路的人行道上看到，几乎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标志

牌，由石材制成，多为棱柱型，所刻文字简洁明了，如“赤十字会遗迹”、“某某会社遗迹”等等，让人感到很有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氛围。类似

的文化标记在德国也非常普遍。这些行之有效的保留历史文化记忆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青岛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古代、近代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近代以来，青岛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复杂的历程，充满了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而以中、德、日等中西建筑风格相融合的近代历史建筑，成为青岛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也因此成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特别是德

国、日本、美国在侵占青岛期间遗留下的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建筑和文物遗迹，既是青岛百年城市不可缺少的历史文化遗迹，更

是帝国主义侵略青岛的罪证，是我们进行“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证。对于现存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政府已经做了许多工

作，在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对于青岛城市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资源价值而言，仍需要做更多工作。其中除积极保护现存的

历史文化遗产之外，对于已经因“旧城改造”而消失的文化遗迹同样应该予以保护传承，而对已消失的历史文化旧址进行文化标记，就是重要措

施之一。这项文化工程所需费用甚微，但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却是非常巨大的，可谓功在千秋，利在当代，对于提升青岛城市文化地位，丰富历

史文化内涵，拓展文化旅游空间，凝聚市民文化认同，夯筑“人文青岛”的文化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类似的文化记忆工程在全国还没有

先例，因此更显现其创新性，该工程的顺利实施将在全国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力。 



         应该看到，文化遗址标志工程看起来似乎是举手之劳，不需重大经费投入即可完成，但实际操作起来则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这些已经消失

的历史建筑的建筑年代均比较久远，资料散失较多（有的建筑和文物根本就查不到资料）。而文化遗址标志又是一个记载历史、传承文化的百年

大计工程，要求具有极强的科学性、真实性和文化性，容不得任何的失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制定入选文化遗

迹的标准，确定文化遗址的数量，勘定文化标记的方位，撰写全面、准确、简洁、优美的说明文字，设计美观大方的文化记忆标志物，真正做到

文化鲜明、制作精美、文化品位上乘。这就需要历史、文物、建筑、旅游和美术设计等方面的专家共同协力完成。为保证实施文化标志工程的科

学性、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建议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和各个城市的文物保护工作计划，由政府立项，由规划、文化文物

部门牵头，会同大学、科研、档案、土地等部门共同参与，并成立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课题组专负其责，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一意义深远的

文化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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