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郑州”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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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海 生 还 说 起 ，同 样 在
1944 年，日军飞机在郑州狂轰
滥炸，毁掉了上过法国人的明
信片的“开元寺塔”。

唐开元元年(公元 713 年)，
在郑州建开元寺，面积约有 540
亩。寺内有一古塔名叫舍利
塔。塔高 50 多米，为八角 13 层
楼阁式建筑。1851 年，太平军
在开元寺和清军鏖战，清军烧掉
了塔内的木梯，塔遂成一空塔。
清同治年间再次重修。

1944 年春，日军进攻郑州
时，把开元寺塔炸掉了一半。在
塔内躲避战火的30多位民众也
同时罹难。从此，开元寺塔变成
一片废墟，并逐渐消失。

纪念9·18，“老郑州”晒日军侵华物证
他还有两段故事想与读者分享
其中一个是他在管城公安分局工作期间意外发现日军侵占
郑州时关押抗日志士的水牢

昨日上午，热心读者李海生致电本报，在9·18这个特殊日子到来之际，想展示一下他多年来收藏的日军侵华的各种物证。他专门搜集了一些日军侵略
郑州的珍贵照片及抗日的特殊文物。而且，他还有两段故事希望与晚报读者分享，故事中的建筑都不在了，但那些沉重的往事，不能因为它们的消失而
被遗忘。 郑州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图

李海生，今年70岁，钢琴教师。1948年，父
母带着他和哥哥举家从新乡来到郑州。他喜欢
收藏，抗日纪念品是他重要的收藏内容。

在李海生的钢琴教室，郑州晚报记者见到
了他有代表性的部分藏品。

一个大花瓶：正面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后面
是充满豪情壮志的抗日宣言：党国同仁，毋必精
诚团结，共赴国难，抗击日寇，收复河山！落款
是民国二十六年。

一个砚台：上面刻着4个大字：抗日除奸。
有意思的是，砚台上还刻着“长野少尉”的名
字。李海生分析，这个砚台是被这个日军少尉
抢夺的，后来又被抗日队伍缴获，便刻上了这样
的字。

一个烟标：牌子是“李香兰”，特别注明是
“大胜利烟丝”，最醒目的是“国民抗战”4个大
字，以及正在炮击日寇的战士和红旗的图案。

一本名叫《罪证》的画册：其中选取的都是
日军侵华期间随军记者为炫耀他们的战绩，所
拍摄的照片，分别来自于《支那事变画报》、《支
那事变写真集》、《大东亚圣战海军作战写真集》
等日军内部刊物。当时他们的所谓“武功”，如
今都成为了罪证。

在这本遍及中国各地的侵略写照中，有不
少关于河南包括郑州的记录。记者曾经采访过
一些专门收藏此类老照片的收藏家，但这里面
的“进攻常庄”、“直逼陇海铁路”等照片，还是第
一次见到。

花瓶、砚台、烟标、老照片……
铭刻着抗日的铮铮铁骨和不屈精神

1964 年到 1965 年，高中毕
业的李海生曾经到管城公安分
局工作过，他当时负责看管拘
留室。当时分局的建筑非常考
究，地板不知是什么高级石材，
非常光滑能映出人影。据说，
这里曾经是 1944 年 4 月日军第
二次侵占郑州时的著名的“酒
井特务队”。

当时，分局一栋大楼下面
有 地 下 室 ，其 中 有 5 间 牢 房 。
李 海 生 掌 管 着 所 有 牢 房 的 钥
匙，有一天他挨个巡视，走到正
中间的牢房开门进去，不经意
间，发现牢房墙上还有一个不
太显眼的暗门。他用手中的钥
匙试了一下，有一把钥匙居然
打开了已经生锈的锁！

推门一看，他吃了一惊，里面

黑糊糊阴森森的，面积不到 10 平
方米，但有半人深的积水，他突然
明白了，这是一个水牢！他把这
件事向分局领导汇报，领导告诉
他，这确实是个水牢，应该是关押
抗日革命志士的。

据历史记载，1944 年，日本
酒井特务队从开封迁到郑州，隶
属宪兵队。这个特务队的头目
叫酒井勇一，故称酒井特务队。
队部设在现管城区清真寺街 20
号，内有一个地下室，成了特务
队的牢房。

郑州晚报记者向现在的管
城 公 安 分 局 宣 传 工 作 人 员 求
证，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水牢之
前确实存在，但后来拆掉重新
建了房子，现在下面什么都没
有了。

上过法国人的明信片
却毁于日军轰炸的“开元寺塔”

在日军轰炸中消失的“开元寺塔”烟标上有“国民抗战”4个大字

砚台上刻着“抗日除奸”

李海生和他收藏的抗战花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