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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6度的青岛，有着极其狭长的海岸线，其间星罗
棋布着300多栋不同风格的历史建筑。如何在传承的基础
上给老建筑以最好的发展，青岛一直在努力破题。

打造发展新引擎，老建筑增添新活力。青岛市市南区
遵循历史建筑“原建筑、原设施、原功能”的保护利用原
则，深入挖掘建筑历史价值，通过启动几十栋百年老建筑
的保护性利用与开发，在传承保护城市文脉中，注入新活
力，一方面盘活了尘封的建筑资源，丰富了城市的旅游层
次；另一方面，也让青岛在老建筑的复兴里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归宿。

传统民居

从百年里院到时尚街区
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一样，里院是老青岛人的

百年传统建筑——— 四周是几层高的楼房，坡型房顶红瓦覆
盖，四面楼房围出来一个天井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大
门通往外面的马路，大门关起来，里院就像一个小城堡。
鼎盛时期，青岛共有700多个里院形式的居住单元。随着
城市的变迁，目前保存下来的还有360多栋。由于居住空
间逼仄、生活配套落后，青岛居民纷纷搬进了宽敞明亮的
新楼房，百年里院逐步被边缘化。

拆掉可惜，闲置浪费。5年前，青岛市政府通过公开
招标对里院进行试点性开发。1903里院客栈成为第一个进
行市场化运营的传统民居。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1903里

院客栈花费500万元修葺改造一新，开业5年来，40个房间
的入住率达到了90%以上，不仅有国内游客，还吸引了来
自韩国、日本和欧美的客人。

“试点开发效果很好，目前，里院的大规模保护性规
划开发正在通过市、区两级政府协同推进，规划发展的前
提是保护好青岛的文化脉络，让老建筑与新时代相融共
生。”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选址处处长章锡年说，例
如青岛中山路、四方路一带的里院曾是许多中华老字号的
聚集地，政府将通过对春和楼、盛锡福等现有老字号的提
升和对胶东半岛相关老字号的引进与复兴，打造与现代生
活需求相适应的时尚街区，同时增加客栈、文创、手工作
坊、画廊等多元业态，让老城区恢复往日活力。

历史建筑

从单一别墅到建筑博览汇
“我是地道的青岛女孩，有大海情结，所以我把这座

离大海不过百米的老建筑承租下来做民宿，一楼是咖啡厅
和餐厅，二楼是两间全海景房。”1982年出生的江丽娜给
自己的民宿起名“雾缘”，“雾缘”是1930年一位法国设
计师为友人设计的住所。装修“雾缘”，江丽娜花费了近
300万元，她说，这是投大钱赢小利，除了赚钱，她也希
望游客能在青岛感受独一无二的海洋文化。

像“雾缘”一样，在青岛八大关和太平角一带，集中
了俄、英、法、德、美、丹麦、希腊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
老建筑，它们多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国内外建筑设计
师留下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

“过去这些老建筑被出租或办公使用，一方面大门紧
闭，市民游客根本进不来；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对老建筑
的保护也是完全不可控的。2017年8月，我们成立了传媒
中心，把老建筑全部收回来，统一运营‘万国文化建筑博
览汇’项目。”青岛太平湾万博文化传媒中心总经理王开
生介绍，整个太平角街区的打造是按照“一座别墅展示一
国文化主题”的原则，将各国文化、艺术、风俗、美食等
元素融入各个老建筑的改造，通过复合式业态，打造慢生
活“城市客厅”，为市民和游客奉献一个开放、现代、活
力、时尚的新青岛。

目前太平角区域已陆续开放了15栋类似的历史文化建
筑，包括“莫奈花园”精品酒店、“走进比利时”展览
馆、郭沫若书房等。在这15栋老建筑中，“地质之光展览
馆”运营最早，这栋花岗岩砌楼建于1931年，由俄国建筑
师尤里甫、中国建筑师唐霭如等设计，因科学家李四光和
诗人柳亚子在此居住过而闻名。现在其变身为地质之光展
览馆，游客可在此参观游览或者进行科普类培训。王开生
表示，这些独具特色的休闲文化场馆甫一推出便成为热
点，也成为游客认识青岛的新名片。

名人故居

当书香遇到咖啡香
在青岛大学路与鱼山路的交会处，有一个红色的

围墙拐角，五一小长假期间，好多年轻人在这里排队
拍照留念，这个红遍全国的景点被网友们称为“转角
遇到爱”。

1 . 2公里长的大学路，聚集着人文故居、美术馆、网
红咖啡馆等多种时尚业态，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文化
底蕴、丰富的时尚业态，让这里成为时下年轻人追捧的网
红打卡胜地。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有为、老舍、闻一多、梁实
秋、王统照、洪深、沈从文等一批文化名人先后在青岛小
鱼山附近定居、执教或旅居，这些名人故居连缀起来，几
乎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

“通过政府引导，一些名人故居正在逐步运营开放。
我们还同步推出了支持文博场馆项目发展的扶持政策。”
青岛市市南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孙静对笔者说，对于那些
传承红色基因、体现城市记忆、社会认可度高的主题书
店、艺术馆、美术馆等特色文化项目，政府每年可给予最
高10万元的扶持；对于一些保护利用类文化项目，单个项
目扶持资金最高可达100万元。

通过不断引导和扶持，咖啡店、美术馆、博物
馆、青年旅社、乐器坊等特色小店如雨后春笋般在小
鱼山文化名人街区“生长”出来。其中，1907光影俱
乐部——— 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用于商业电影
放映的历史建筑，已成为集电影博物馆、全息餐厅、
叁零文人书店、定制影院等特色体验项目于一体的城
市会客厅和电影之都的文化地标。

孙静说，与此同时，市南区还启动了“啡阅青
岛”项目，政府免费为辖区内的咖啡馆、景点、民
宿、银行、学校等场所配送图书并定期置换流通。当
书香遇到咖啡香，游客阅读到的不仅仅是老建筑的
美，还有老建筑背后那些藏在历史深处的情感和一段
美好的青岛故事。

历史文化建筑与时尚业态交汇融合

青岛市南区：让老建筑活起来

①大学路咖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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