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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城市遗迹（五）

门口石碑上写着“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建筑外观状如碉堡，目前尚未对外开放

8·15，探秘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
曾经是日本图谋中国西北的“桥头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
去，但它留给后人的思索与警示却是悠长的，尤其是那些屹立至今抗战时期的建筑，在不断地诉说着那段血泪
史。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就是其中代表。
它位于郑州市东三马路80号，郑州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银基商贸城附近，众多商铺将其包围，如果不是楼
前那块标志牌，即使是老郑州人也很少知道，它就是当年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由于尚未对外开放，这处旧址一直是“神秘之地”。昨日上午，不少市民和志愿者来此，希望在此缅怀那段血与火
的历史。经过记者协调，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终于打开大门…… 郑州晚报记者 孙娟/文 马健/图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东三马路，两
幢银灰色的小楼静静矗立，建筑风格
为中西合璧。两幢小楼前竖着“河南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日本驻郑
州领事馆旧址”字样的石碑，提醒着它
的特殊身份。

周边是车水马龙的商业区，经询
问，周边市民很少知道这里是日本驻
郑州领事馆。即便有知道的，也仅限
于名字。

昨日是 8 月 15 日，不少市民和志
愿者来此地纪念抗战胜利。然而，这
里大门紧闭。

5 名志愿者来到大门前，希望能
通过合理的渠道敦促有关部门将这里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早日对公
众开放，“了解历史，铭记过去，更好地
珍惜当下的幸福”。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是日军侵
华的重要罪证！”组织这次探访活动的
民间志愿者彭保红女士说，“今天是抗
战胜利纪念日，我们想来这里缅怀在抗
日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同胞。”

负责管理此处的二七纪念馆负责
人称，目前并未对公众开放，市民还不
能随意参观。

市民对领事馆旧址了解甚少

两幢小楼均为两层，整个结构状
若碉堡，临街一楼窗户不足一平米。
二层房间有两个小阳台。据介绍，那
时候领事馆白天基本不开门，二楼阳
台上有日本兵站岗，端着枪不停地巡
视，大门是红色铁皮门，十分厚重，若
完全关闭，门缝密闭不透光，可以想
象，当时的戒备是多么森严。

两幢小楼中间竖立着一块石碑，
上写“1938 年 2 月 14 日”，这是郑州日
军大轰炸死难者纪念碑。据悉，那一
天是正月十五，日本 15 架侵略飞机
轰炸郑州火车站、大同路、二马路等
地，炸毁民房数百间，炸死炸伤无辜
同胞 500 多人，陇海与平汉铁路以及
郑州火车站被炸毁，老郑州商业悉成
灰烬。

领事馆仅 2 号楼一楼便有十几间
房，各房间均可相通，错综复杂，并带
有地下室，这是日本人的防空洞。地
下室第一个层面深5米，有一个约8平
方米的小室，经勘察，室顶部全部由厚
约 4 米的钢筋水泥加固。再往下，顺
着一段约 4 米长的斜坡进入第二层，
深约13米，该层共有小型洞室3个，每
室约2.6平方米。

当时日本兵端枪不停巡视 日本在中原唯一外交机构

郑 州 领 事 馆 是 抗 日 战 争 前 日
本在中国设立的最后一个领事馆，
也是在中原腹地建立的唯一一个
外交机构。

郑州在当时只是一个县级建制，日
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建领事馆呢？

一直致力日本郑州领事馆研究
的郑州大学历史系徐有礼教授认
为，郑州地处交通枢纽地位，而当时
的郑州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商埠，日
本 在 郑 可 以 进 行 商 业 活 动 ，这 正
好可以为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
入 侵 作 掩 护 。 而 且 ，郑 州 在 当 时
是一个以棉花交易为主的商务中
心，而棉花对农用、军事的作用举
足 轻 重 ，日 本 在 郑 建 馆 的 目 的 不
言 而 喻 。 实 际 上 ，郑 州 领 事 馆 是
当时日本向中国西北地区渗透的
桥头堡。

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日本驻郑
州领事馆设立于 1931 年 2 月 3 日，
1937 年 8 月 9 日关闭。这一时期，
日本在中原地区窥测地形、搜集情
报等非法活动大量增加，反映出了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中西部地区扩
张的图谋和准备。

轰动日本朝野的间谍案
与这里密切相关

表面是一个外交机构，领事馆
除私带白银、贩运毒品外，它其实
是 一 个 间 谍 活 动 的 庇 护 所 。 有 关
一桩震动日本朝野的间谍案，就与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关系密切。

1936 年 1 月，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改名为“郑县日领事馆”，隶属日本
驻汉口总领事馆，领事为佐佐木高
义，武官是增田繁雄。当年夏天，日
本驻天津屯军派志贺秀二、田中教
夫、山口忠勇三人到郑州，在大同路
通商巷 9 号百花银楼后院以“文化研
究所”的名义设立特务机关，以豫陕
甘三省为行动范围，收买汉奸，私设
电台，搜集中方军事情报。不久，日
本 间 谍 活 动 被 国 民 党 郑 州 当 局 察
觉。1937 年 1 月 2 日，郑州当局在大
同路通商巷 9 号查抄百余件重要秘
密文件，5 日日本驻南京使馆代表抵
郑，13 日此案全部证据送往南京政
府外交部，日本间谍随后被驱逐离
郑。当年七八月间，日本驻郑州“文
化研究所”和“郑县日领事馆”先后
关闭，佐佐木高义和日方警察长平山
勇被引渡回国，志贺秀二则畏罪切腹
自杀。至此，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一
段不光彩“外交”历史宣告结束。

小楼依旧存在，诉说着抗战中郑
州人民承受的无尽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