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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蓓 张鹏

这里曾是中国现代医学和现代大学教育的
发祥地之一，也曾是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在华
设立的专门用于关押西方侨民的潍县集中营。
潍坊市奎文区虞河路和鸢飞路之间的虞河南
岸，散落着几座青灰色的欧式建筑，被当地百姓
称之为“洋楼”，却也被知晓它历史的人称为“东
方的奥斯威辛”。

乐道院集中营（上图）的故事，只有少数史
料记载，因而很少被人提及。美国前驻华大使恒
安石、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华北神
学院院长赫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徳位思、曾获奥
运会400米冠军的世界著名运动员利迪尔等等，
一批批特殊访客，让尘封百年的乐道院跃入人
们视野。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9
月3日，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
式揭牌并开馆。

一个房间一个故事

虞河南岸绿树掩映，走一段曲折的公园小
道，两排平房显现出来。平房前有一座巴洛克风
格的青砖小楼，有着鲜红色的门窗，正门上方镶
嵌“乐道院”三个大字。

“乐道”在汉语中有喜欢修道、喜好圣贤之
道、乐于称道等意。据《潍坊市志》记载，1882年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派牧师狄乐播来潍县传
教，并在当地教友的协助下，在老潍县县城东南

买地建立“乐道院”，乐道院由教堂、学堂、诊所3
部分组成，用以传教、办学和开办诊所。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1900年6月25日，教堂
等主要建筑化为灰烬。1902年，美北长老会用清
政府对乐道院焚毁赔偿的白银5万两、美国从

“庚子赔款”中划拨的白银10万两以及美国教会
的捐款26125美元，在潍县县城东南重建并扩建
了“乐道院”。充足的资金，使乐道院得到了较大
规模的发展。1904年，乐道院重建扩建基本完
成，重建后的乐道院成为基督教美北长老会的
山东总部。

医院是乐道院的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医
院大楼即十字楼建成启用时，成为当时胶东一
带规模大、档次高的医院，名称也改为“潍县
基督教医院”。我国发展现代医学先驱之一的
海姆勃格曾在这段时间任乐道院医院院长，不
少手术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都是第一次开展。

在建筑上，乐道院在我国也独具特色。
“这座巴洛克风格的青砖小楼，就是当年乐道
院的基督教医院，也是现存7处遗址中面积最
大的一处。从俯瞰的角度看，它的外形呈十字
架的形状，所以被称为‘十字楼’。”潍坊市
博物馆馆长吉树春说。“这所建筑，是1924年
美国匹斯堡沙迪赛德医院捐赠的，所有建筑材
料都是从美国购买之后运到潍县的，包括每一
块青砖。所以‘十字楼’无论从样式、规模大
小以及配备都和位于美国匹斯堡的沙迪赛德医
院是一模一样的。”

如今，乐道院现存七座旧址建筑，分别为
“十字楼”、专家一号楼、专家二号楼、文华楼、文
美楼以及平房两排。最主要的建筑“十字楼”，今
天已成为潍县集中营纪念馆，一层包括23个房
间，二层包括26个房间，按照“一个房间一个故
事”的模式，向世人讲述着这里的故事。此外4处
分别位于现在的广文中学和潍坊市人民医院家
属院内。

“地下黑市”里的中外情谊

1941年底，侵华日军强行占领了乐道院，
并在中国全境搜捕同盟国所有在华的牧师、教
师、商人等侨民，将其收管在乐道院。侵华日
军在院内的六个角垒起岗楼、碉堡，架上机
枪，在围墙上架设了一道道带电的铁丝网。自
此，一座阴森恐怖的集中营便替代了原本的布
道传教之所。

截至1945年8月，集中营先后关押了来自美
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2008
名侨民，包括327名儿童。潍县集中营成为亚洲

规模最大、关押人数最多的同盟国侨民集中营。
被关押的侨民中有一批国际知名人士，如

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卫
斯、美国前驻华大使恒安石，还有曾获奥运会
400米冠军的世界著名运动员英国人埃里克·
利迪尔。

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
尽，集中营内侨民吃的高粱和玉米多已发霉，
土豆腐烂变质，肉上则满是蝇蛆。由于营养不
良，侨民体重下降，憔悴消瘦。除了食不果
腹，侨民们大都衣衫褴褛，很多孩子无鞋可
穿。

美国著名作家戴爱美，被关进集中营时只
有8岁，她在《潍县集中营经历记述》中曾回
忆集中营的生活：宿舍里每张床相隔的空隙只
有十八寸，打鼾打嗝小解时冲击便盆的声音成
了夜间的音乐，对于成年人来说，隐私被剥夺
殆尽。高墙上用铁丝网围困，房舍内破烂不
堪，院内没有自来水，厕所粪坑敞露，全院只
有两间淋浴的房屋，环境比监狱还差。

集中营食品供应最困难的时候，一些大胆
的侨民偷偷将自己的衣服、手表、皮鞋等物品包
裹好，在里面夹上写有想换什么食物和自己名
字的纸条，趁看守不注意，将包裹扔出高墙。墙
外的潍县人虽然与他们互不相识，但一旦发现
包裹，就换上物品，再扔到墙内。侨民们经常会
获得意外惊喜，收到的食品比想换的数量多得
多。

在博物馆的二层，有一张来自伦敦的铁床。
“这张铁床是我捐的。”韩绪庭的儿子、奎文区74
岁的韩崇滨十分自豪。194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
韩绪庭按照约定来到集中营西墙外，那里有一
根长杆，是侨民私下专门用来与外界换东西用
的。趁着日本兵不在，韩绪庭把2 . 5斤白糖、5斤
鸡蛋吊了进去。过了十几分钟，长杆子上吊出了
一张铁床，床体是拆卸开的，床板一共三块，这
就是侨民用来交换的物品。韩绪庭当时很担心，
怕被日本人发现，因为之前有往里面送东西的
人被枪杀。韩绪庭战战兢兢接过床，不敢有丝毫
耽搁，扛起就离开了。

保留下来的这张铁床成了那段历史的见
证。这种地下交易逐渐形成规模，侨民们称之为

“地下黑市”。国际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
内涵，在这里用鲜活的现实演绎着。

开馆当天，数位二战期间被关押在潍县集
中营的西方侨民幸存者及其家属，虽因疫情不
能亲临现场，却专门录制了视频向博物馆开馆
致敬。

“在那段时期，有22人死亡，22个婴儿出生，

我就是出生的婴儿之一。”瓦伦丁·福恩在视频
中回顾着那段历史。安吉拉·考克斯·艾略特也
出生在潍县集中营，“感谢当时潍县的朋友们，
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墙外给我们送来食
物。”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17日，美军驻华总
部委派斯泰格少校率队乘机来到集中营，代表
美国在华驻军正式接管。此后的几个月里，重获
自由的侨民分期分批安排回程，离开乐道院集
中营。

百年乐道院传递“和平之声”

时序变迁，崭新姿容。
2019年5月潍坊市委作出决定，“理顺乐道

院产权体制，乐道院所属建筑划归市博物馆统
一管理”，并提出争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的目标。

2019年9月16日，潍县乐道院·西方侨民集
中营旧址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成为山东省2019年度唯一一处获评的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9年10月16日
被国家文物局授予第八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如今，乐道院博物馆的logo是甲骨文“乐”
字，两边英文注解。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张乐道
院“十字楼”正面的照片，与现在设计的logo惊
人相似。

在提升改造中，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工作小
组邀请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国内顶尖文博
行业专家学者，对乐道院博物馆消防、安防、古
建维修等进行了整体提升改造。

仅乐道院东大门，前后修改达30次以上，通
过查找乐道院史料照片，按照原貌复原了乐道
院门前的古钟，成为乐道院标志性建筑。为了明
确乐道院开始建设时间，多次邀请学术专家召
开研讨会进行论证，根据当时教会1881年末买
地办理租金等历史史料，确定了1882年为乐道
院开始建设时间。

“为明确乐道院博物馆发展的主题和定位，
我们遍访名人名家，邀请国内顶尖文博行业专
家学者出谋划策，将博物馆未来发展定位于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上，并提出了推动乐道院·潍
县集中营博物馆加入‘国际二战博物馆同盟’和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城防与军事遗产委员
会’。”吉树春说，未来，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将走
出国门，计划在美国、以色列、波兰、新西兰、日
本等国家进行全球巡展。

这座百年建筑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未来。

安吉拉·考克斯·艾略特是出生在当年潍县集中营的22个婴儿之一，“感谢当时潍县的朋友们，

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墙外给我们送来食物”———

飞越乐道院
据中国新闻网，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

将如约而至，今年最大特点在于线上线下双线并举。
自今年8月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面向

全球征集线上展演作品以来，截至9月25日，共有五
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艺术院团或艺术家应
邀发来线上参展作品和视频祝福，作品涵盖音乐、舞
蹈、戏剧、杂技、民俗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更包括了
缅甸国家艺术团、白俄罗斯莫吉列夫州立剧院、哥伦
比亚多明戈马里奥·胡里奥大剧院等一批国际知名
院团的作品。

在线下，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在北上广等十多个
城市设立分会场，170多场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已于
9月中旬拉开帷幕。在线上，本届青年艺术周设立云
上开幕音乐会、音乐舞蹈大秀、国际舞台艺术精品云
展演、青年艺术论坛、“青年公益在行动”等六大板
块，将于10月中旬陆续全网上线。本届青年周首次增
设了“青年公益在行动”板块，邀请中国残疾人艺术
团音乐舞蹈诗《我的梦》以云展演的方式参与，还邀
请了自闭症青少年与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乐
为爱”乐团。

纪录片《北斗》开播

据文汇网，三集纪录片《北斗》日前在央视播出，
这是第一部全景式介绍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科
学纪录片。该片分别从导航应用、工程研制、历史人
文和全球合作等多个视角，向国内外观众诠释这一
航天系统工程的特殊价值和时代意义。

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与
开通，是我国攀登科技高峰、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
程碑，也是我国为全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作出
的重大贡献。作为和人类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
航天工程，纪录片《北斗》站在中国和世界文明进步
的高度来审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深远意义。

纪录片以科普人文叙述的方式，向观众传递北
斗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推动作用。首次揭秘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科研历程，首
次披露许多珍贵历史画面，展现了几代中国航天科
研人员与全国无数参研参建单位数十万工程技术人
员的心血与智慧，体现了他们始终秉承航天报国、科
技强国使命情怀，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攻坚克难，提
前完成系统建设，凝结成“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
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该片也回顾了
人类文明导航史的发展脉络，梳理各国科学家对导
航术发展的历史贡献，通过中国人在世界导航科学
进步史中的独特位置，诠释中国北斗对全人类共同
未来的贡献与责任。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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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

将云端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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