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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关 注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窃取在中国辽东半岛活动的特权，公开进行地形、
地质测绘和矿产探查，尤其是满铁，以经济调查会为中心，设立总务班、矿山
班、工业班、港湾班、铁道班、经济班。其中矿山班负责调查河北、山西、绥
远、山东等地矿产资源情况。

日本是煤炭资源稀少的国家，而煤炭又是其工业、军事和生活上不可或缺
的急需物资，“可与英国白煤相媲美”枣庄煤炭又怎能逃脱嗅觉极其敏感的日
本人口鼻？因此，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的日本人，数十年来不断搜集枣庄
地区的兵要地志情报，为日后的全面侵华作准备。

一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显示，早在1917年，日本地质人员就开始了对枣庄

地区的野外调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进行兵要地志调查，为战争搜集
攻击阵地布置及河流渡河地点的情报，又进行地质调查，查明各地地下矿产物
资的位置和储量，还有其它种类繁多的内容，大到国家政策，小到人民生活中
的柴米油盐，可谓事无巨细。这些大量形成的调查报告，成为日本军方日后占
领枣庄的重要参考。据辽宁省图书馆馆藏的《台儿庄事情》档案显示，早在日
本大正六年二月（1917年2月），日本满铁铁道部“经济班”，就对台儿庄地区
的“位置及地势、气候、沿革、市街概况、商业、工业、日常用品、物价、金
融机关通货并度量衡及地价、教育及宗教、人情及风俗”，甚至“卫生及娱
乐”等方面，共分十二个章节，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事无巨细，百无一疏，可
见其良苦用心。

而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图书馆馆藏的《支那矿产地》一书
中，笔者查到了有关枣庄地区地矿资料的记录。该书由日本著名的理学博士小
山一郎所著，于1918年7月28日 （日本大正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由日本丸善
株式会社出版发行。该书详细记录了枣庄境内铁、锡、煤炭等矿产的分布情
况。描述峨山口铁矿“位置津浦铁道临城驿之线，枣庄驿下车在其东方十支
里。铁岭称丘陵，矿床存在峨山口驿……铁岭附近一带构成片页岩、砂岩、石
灰岩中夹在……铁分三四十尺长，数支里……”

而真正对日本人最具吸引力的还是枣庄的优质煤炭，他们的调查也更详
尽。该书第68页用了大段文字，对“峄县枣庄炭坑”分别从交通距“津浦铁
路、临城、济南”的距离，经营性质“独人合同经营”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地说
明，还把煤炭的“碳素、挥发分、灰分”等数据作以说明，表明枣庄煤炭的质
量“炭质良好”。更为重要的是把枣庄煤炭的地下储量“预定炭量三亿万吨”，
煤炭的运输方式及销售领域是由“津浦铁路或运河，经扬子江、镇江，到南京
方面贩卖”。由此可见，日本人对枣庄煤炭的掠夺计划竟精心准备了二十年，
其贪欲可见一斑。

日军占领枣庄后，为疯狂掠夺煤炭资源，详细绘制了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地
形图和煤炭产量表，在不到八年的时间内，共抢掠枣庄煤炭 1330 万吨。当
然，这些图册也成为日军侵华、掠夺枣庄煤炭资源最有力的罪证之一。

二
兵要地志是记述和评价有军事价值的某一地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

及其对军事行动影响的一种军事地理资料，主要供战场准备、军事训练、拟制
作战计划使用，是指挥员了解、判定战区地理条件和实施军事行动的重要依
据。因此，日军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情报收集，甚至还窃取了大量我国地形
图，并在重点地区开展实地调查。

1938年3月，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开始，日军把前期搜集的情报和实地
测绘，汇集成图，全部用在这场战争中，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1941年3月起，日军为彻底摧毁鲁南抗日根据地，先后推行五次“治安
强化运动”，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实行频繁、残酷的“扫荡”、“蚕食”和分割、
封锁，仅 1942 年上半年至次年下半年的一年中，日伪对鲁南根据地的“扫
荡”就有七次，兵力最多时达6000余人。

在日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之下，鲁南抗日根据地很快被分割成数块互不相连
的根据地，再加上连续三年的旱灾、蝗灾，鲁南抗日军民遭受到空前严重的困
难，这也是自抗战爆发后鲁南抗战进入最艰苦的一个时期。之所以鲁南地区的
抗日形势如此严峻，这也和日军加强对抗日武装的情报搜集密切相关。

笔者曾得到一组1942年日军绘制的峄县地区抗日武装的图表，不难看出
日军已经把峄县地区的警察配置状况、峄县警备队武装配备情况和峄县治安状
况摸了个一清二楚。尤其在1944年6月 （日本昭和十九年六月） 日军绘制的

《峄县治安状况》一图中，非常清晰地标注了鲁南地区国共两党抗日武装的全
部信息，包括共系运河支队的胡大勋、王子刚，铁道游击队的刘金山，以及国
民党抗日游击队的韩治隆等队伍。图中详细注明几支队伍的“匪首”姓名、所
属系统、现有兵力和武器装备情况。不难看出，从日军所标注的抗日队伍中，
只有一支队伍隶属国民党领导，其它三支队伍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也充分
反映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日的史实。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
10月25日,驻扎在枣庄一带的700余名日军，终于缴械，向我铁道游击队投降,
使枣庄大地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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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畏敌抗令，丢弃防线，致使津浦线北段大门洞开，北路日军第
十师团矶谷廉介，不费吹灰之力先后占领兖、济、邹，直逼滕县，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一
1938年3月18日,中兴公司被日军占领,办公大楼上升起了日本的太阳旗。一直对“可与英国松白煤

相仿”的枣庄煤炭垂涎三尺的日军，马上安插据点，招编伪军，任命大桥小太郎为矿长,机修厂、发电
厂、收支处和各工段也委派了日军头目,对矿山全面实行了军事管制，也由此开始了对枣庄煤炭的疯狂
掠夺。

台儿庄战役结束以后，日军为了早日达到“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目的，便将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更
名为“中兴炭矿营业所”。此间，日军开展了“强化治安”、“坚壁合围”、“清乡扫荡”等多种形式的侵
略行为，枣庄人民的抗战形势也愈发艰苦。据开国大校、原炮兵后勤部副部长崔梦坡撰写的回忆资料介
绍，至1942年，全鲁南地区日军共驻有两个师团，分属三个联队，安插78个据点，约8000余兵力。其
中兖州、济宁、曲阜、泗水、平邑、邹县等地共驻日军约2600余人，为济南樱井师团，山本少佐联队
所属。山本共布据点29处，总部设在兖州。

驻守在枣庄地区西南、东南、东北方向的日军部队，为山田师团，辖三个联队，属日伪淮海省，范
围为徐州、蚌埠、邳县、东海，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四县和临枣地区，约有兵力5400余人，其中
徐州布军2200人，占了绝对的优势。

二
涉及整个枣庄地区（滕县、峄县）的日军共设有22个据点，总兵力约1910人，具体分布如下：
滕县地区（属兖州道山本联队，共680人）：界河：30人；北沙河：30人；滕县：450人；冯卯：20

人；桑村：30人；山亭：60人；南沙河：30人；官桥：30人。
峄县地区（含兰陵、韩庄、利国三地，为淮海省山田师团所属，共1230人）：兰陵：40人；税郭：

20人；郭里集：20人；枣庄：350人；峄城：110人；峨山口：20人；泥沟：30人；台儿庄：90人；邹
坞：30人；山家林：20人；临城：350人；沙沟：20人；韩庄：90人；利国：30人。

从日军的兵力部署不难看出，其主要兵力还是以把守交通要道和控制资源地为主。滕县地区的兵力
部署差别较大，在所有的680名驻军中，滕县县城就占了450人，其它地方则比较薄弱，最多才60人。
但在枣庄地区日军的兵力就比较侧重，过百人的地方达三个，韩庄和台儿庄也近百人，总兵力竟达
1230人，这也充分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枣庄的煤炭资源。所以无论临
枣、台枣铁路沿线还是运河水路码头，保证枣庄煤炭的运输安全则是日军的主要任务。

三
在日本占领枣庄近八年的时间里，伪军部队虽然不能列入日军的序列，但也是一支绕不开的武装力

量。枣庄地区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有着庞大的伪军队伍。
至1942年底，鲁南地区的伪军发展达到了顶峰，共有编制内伪军23000余人，设立据点110余处，

每个据点的兵力由原来的30至50人，扩编为一个中队建制的130人。原每县5至18个中队，也扩编为3
至8个大队。一般大据点驻伪军2至3个大队，小据点一般驻一个中队以上。

这23000余人的伪军队伍，枣庄地区共占了5600余人，是整个日军驻枣总人数的4.5倍。其中滕县
驻六个大队，18个中队，共有伪军2600余人；峄县六个大队，18个中队，共3000余人。

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矿警队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虽然这些由中国人组成的武装队伍，但
它时刻被日本军队所利用，成为日军在枣庄的主要帮凶之一。据李文周先生《中兴矿警的装备武器及来
源》一文显示，1940年2月，枣庄矿警队的警员已经增加到600余人，并配有轻重机枪26挺，手炮3
门，汽车3辆，成为驻枣日军很得力的补充。

四
鲁南地区的汉奸部队、土匪武装也存数不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日军残害我抗日军民的鹰犬。

根据1942年12月日军绘制的《峄县有给自卫团武装配备图》统计，时在峄县境内的王继美（郭里集）、
龙希贞（涧头集）、张善云（运河南）、李汉英（峄南）、孙茂墀（古邵）、张来余（韩庄）等几支地主汉
奸武装共拥有枪支2132支，机枪17挺、手炮五门等。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人手一支枪，那么这些汉奸
武装就有两千多人。再加上兰陵一带的土匪张聿修、抱犊崮山区的摇摆惯匪刘黑七，还有活动在黄邱山
套一带、替日寇卖命的反动道会门武装——红枪会等，都是可替代日军卖命、非常有实力的反动力量。

这些非日军编制的武装力量，给枣庄人民的抗日活动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制造了很多困难，在近八
年的时间里，枣庄大地上发生的几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如沙路口惨案、巨梁桥惨案、官地惨案等，都
与这些汉奸土匪武装脱不了干系。

正义终究能够战胜邪恶。英勇的鲁南人民经过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
利，把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让中兴煤矿公司再次回到枣庄人民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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