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海相望，但是在20世纪90年
代之前，老城区的青岛人总是

习惯地认为，西海岸是遥远

的，因为彼时去黄岛（现在的

西海岸新区）要坐轮渡才能抵

达。

2014年，青岛西海岸经济

新区正式设立，包含黄岛区全

域，合并完成后，黄岛区成为

青岛市第一大行政区。在这

片新区的摩天大楼之间，还有

构成浪漫城市的要素——海

和艺术。2021年，一座由法国

著名设计师让·努维尔设计的

当代建筑伫立在这个突出的

小岛上。这个历经十年打造

的艺术社区成为青岛重量级

的城市地标。

“青岛有很美的自然、很

好的建筑遗存，但缺少一个能

与之匹配的当代美术馆。”创

始人孟宪伟从创想到完成用

了十年时间，美术馆于 2021年
8月正式开馆。

随着美术馆的建立，青岛

在当代艺术领域有了自己的

话语权。前段时间，全球领先

的艺术智库 Lany's List将西海

美术馆列为“全球14家必去的

美术馆”，是中国唯一入选的

美术馆，它为这座旅游城市的

推广提供了国际化平台，也为

大家来青岛提供了一个新的

艺术话题。

随着啤酒城搬迁到西海

岸金沙滩，整个青岛的海岸线

娱乐中心又被延长了。人们

愿意在周末到西海美术馆看

看一线水平的展览，参加一次

艺术沙龙成为了新娱乐活

动。夏天的时候，在海边喝一

杯啤酒，沿着海岸线走走，目

睹海边日出日落循环复始。

当太阳即将沉进水里，天空中

的晚霞颤抖变幻着光影。随

着光线一点点变暗，海面上的

船只都成了剪影，待到天色完

全变暗，海风吹来，这是来自

浪漫岛城的心意。

中了解到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老青岛。

几乎每一座有历史的城市

都有这样一个区域，它是游客

在短时间内了解当地文化的一

个最直观的窗口，能看到一个

城市至今的脉络。八大关是最

能体现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

天”特点的地方。所谓“八大

关”，是因为这里曾经有 8条马

路，其间布满众多的欧式建筑，

少数建于 1897—1914年期间，

绝大部分兴建于 1930 年左

右。梁思成老先生曾经称八大

关为“青岛最美的地区”，指的

就是这里独具特色的建筑。风

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

在八大关的葱郁中。八大关素

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在

这个 70万平方米的街区里，集

中了20多个国家的200多栋形

形色色建筑风格的别墅，浓郁

的大树围拢起一片片静谧之

地，透过斑驳的枝叶，掩映其中

的是一座座红瓦白砖的小别墅

和一个个幽深的院落，古典的

浪漫在山光海色的掩映之中闪

烁。康有为曾说：“背山面海，

气候温和。海临其南，虽夏日

之炎炎，不敌海风之拂拂。”这

样的海滨丘陵地貌带有一种特

殊的自然情趣，更易使建筑的

审美本质获得释放。

当代知名的旅游城市都

有那种让人拍照留念的景点，

顺着八大关往东，覆盖了沿海

一线的所有打卡地，也就是老

青岛人口中的“东部”，如五四

广场、奥帆基地、小麦岛、石老

人……沿海的视线一点点被

绵延拉长，各个景点依次出

现，这一条线是青岛城市的

“金边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市南区最早发展起来的是

西部中心城区，以中山路为主

轴的“老街里”是青岛人的共同

记忆。“一二一，上街里，买书

包，买铅笔。”这句顺口溜儿里

的“街里”说的就是中山路。“上

街里”是老一辈青岛人时髦的代名词。那个时候，

如果家长带着小孩“上街里”，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小朋友能饱餐一顿那个年代的奢侈美食和购买最

新潮的衣服。

中山路修筑于 1897年，纵跨 1500余米，是曾

经当之无愧的“青岛之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类中心尽皆在此。随着青岛市政府的东迁，中山

路的辉煌在20世纪90年代初告一段落。

如今，越来越多老城里的建筑按照文物修复

中的“修旧如旧”理念，在确保不破坏地形地貌、不

拆除历史遗存的基础上，力求保持独特的青岛特

色。因此，新兴产业的种子在城市更新的滋养中

逐渐“破土”。

中山路上的不少老建筑无法发挥原有作用，

有的面临拆旧建新，有的因带有特殊历史记忆、具

有改造空间而得以保留并更新，比如“里院”。里

院建筑是由西式洋楼与四合院巧妙结合而采的，

很像北京四合院，但其规模更加庞大，里面既有租

用固定铺位经营的商户，也有一些流动摊位，比如

饭店、百货店、茶楼、戏院等。人们在里面串来串

去，也就是老青岛话里的“串门子”。

毗邻火车站的百年老街区宁阳路片区老里

院，作为青岛市历史城区“文化符号”被重新“唤

醒”，以“上街里·银鱼巷”这个新形象与大家重新

见面。作为里院建筑的代表，上街里在改造中并

没有被推倒重建，而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修

旧如旧，水电管道的重新规划是看不见的大工

程，外观只做基础修复，尽可能保留了原有的部

分。市南区正在挖掘征集中山路街区 10 处里

院，塑造类似于宁阳路“上街里·银鱼巷”的另外

几个里院文化街区，例如浙江路广场“美好生活

in青岛”、济宁支路“新青年”、大学路“源青岛”。

虽然不知道这样的改造能否让人找回当年“上街

里”的感觉，但是这条路有青岛人的岁月沉淀和生

活习惯。

再往市南里深入，始建于 1902年的老国棉五

厂是典型的早期包豪斯建筑作品，呈锯齿形几何

风貌的厂房是青岛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如今的老

国棉五厂围绕着 4万多平方米的包豪斯建筑群，

历经 5年不断对老厂区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建，在

其中保留了老厂房的整体结构与风格，注入了时

尚与现代的元素，改造成集合文化产业的纺织谷

——带有岁月感的建筑转型注入全新的城市功

能，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这也是一座城市某种

程度上的进步。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从来不是青岛的唯一理

想。如果说东部沿海一线青岛地标是属于游客

的，那么，老城是属于青岛人的。

海洋绵延，从崂山起始的东部海岸一直向

西，穿过绿荫中散落的历史建筑群，钻入绵延7公
里的胶州湾海底隧道，最终来到西海岸。

这条隧道是青岛的第一条海底隧道，连接了

市南区和黄岛区。要知道，虽然黄岛与青岛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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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康有为第一次到青岛时感叹的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传播至今，成为这个城市

的百年名片。但我们似乎很难用这8个字总结青

岛的个性——它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存在于历史

的釉色之中，海岸、街道、建筑由情感和记忆沉淀

而成。这么多年来，它每一次被叙述的同时也被

改变着——青岛首先是浪漫的，然后才是“红瓦

绿树，碧海蓝天”的。

如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的童年

一定有跟全家人一起去汇泉湾广场野餐、放风

筝，去中山公园春游、赏花的记忆，就像现在的露

营一样时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夏日里老青岛的生活娱

乐中心是从栈桥开始，东至海水浴场延展开来

的。绵延16公里的海岸线贯穿了六大海水浴场，

现在仍然有四个开放，每年仍然会出现海边人潮

涌动的盛况，也就是青岛话里的“洗海澡”——老

老少少喜欢海水被阳光蒸发后在皮肤上留下一

层薄薄的海盐的磨砂感。如今的年轻人更热衷

开始自己第一次北方冲浪的挑战。

对于更久远的历史，我曾遇到一个在麦当

劳写诗的老爷爷。他80多岁，可以用流利的英语

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他是山东大学第一批大

学生，从小住在渔山路的老房子里——那是一条

开山而建的路，不到 1公里的山路上，散落着 37
个名人故居，如闻一多、梁实秋等。老爷爷说他

小时候一放学就坐在迎宾馆的台阶上玩，哪怕是

夜幕降临后也依旧灯火璀璨——这是我从他口

青岛，一眼百年的浪漫青岛，一眼百年的浪漫
◎ 王潇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