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翮 吾

青岛山水秀丽，气候宜人，自然景观独特，文物古迹众

多，是我国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之一。近几年来，每年都有

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外客人来此旅游疗养。

青岛的一景一物，都蕴蓄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远的可追

溯刘先秦甚至史前时期。同时，青岛又是我国华北较早开放

的口岸．它曲折复杂的历程，宛如我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为了使本市读者及来青岛旅游的客人尽可能多地了解青

岛，我们特从文史角度编印本辑，介绍青岛名胜古迹的状况

及其变迁，目的在于为开放和旅游服务，并为青岛近、现代

史的研究积累材料。

我们恳切希望各方面的读者及旅游者对本辑内容，提出

批评和补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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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历史沿革纪略

青岛市位于胶东半岛南侧，胶州湾畔。南面是碧波万顷

的黄海，东部是奇峰叠起的崂山。苍山碧海，绿树红瓦，风

景秀丽，气候宜人，有“黄海珍珠"和“东方瑞士矽之称。

青岛，现在是山东省的省辖市，下辖市南，市北、台

东、四方、沧口、黄岛六个区和崂山、即墨，胶县、胶南、

平度、菜西六个县，总面积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

青岛名称来源于前海一个小岛——小青岛。清朝同治年

间出版的《即墨县志》即载有“青岛，县西南百里"，这个

“青岛，，就指的是小青岛。于是，小青岛北面的海湾，就被

称为“青岛湾”，紧靠青岛湾北面的陆地上的村庄，就被称

为“青岛村秒，青岛村东南的小山又被称为“青岛山黟，

嘣青岛"的涵义从海中的小青岛逐渐移向了陆地。由于渔业

及商业航运的发展，有了与金口，女姑口并称的青岛口。日

文《胶州湾》一书记载t 1899年10月12日，德皇威廉二世命

名“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为青岛矽，这是青岛作为一个城市

最早出现的名称。其范围也只是现在的市南区和市北区的

大部分。1922年，我国从日本手中收回了胶澳租借地，颁布

了《青岛市施行自治制令》，这是正式成为青岛市的最早记

载。当时规定的区域范围，已包括台东、台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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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也和其它城市一样，还有着别的名称。在《琴岛诗

话》中说“取其山如琴，水如弦，清风徐来，波音铮铮如琴

声之故’’，所以称青岛为“琴岛”。《海道图说》中有“琴

头锹的记载，根据该书所说琴头镇的位置和经纬度可以证
明，琴头镇就是现在的青岛。又因青岛有港湾，多山峦，所

以又叫“琴港"或“琴岗”。

展视青岛这幅壮丽的画卷，自东向西，由高而低，可分

崂山、崂山余脉(即市区)和海港区三个部分。青岛地貌的

形成，也是沧桑巨变的结果。远在二十亿年前的太古代时

期，青岛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在太古代末期，随着地壳的隆

起上升，青岛才成为四面环水的孤岛。山东半岛形成后，由

于青岛地区的火山活动强烈，喷出的大量岩浆堆成花岗岩山

峦，崂山耸立起来了。后来，在地壳上升过程中，崂山又发

生断裂，形成许多悬崖峭壁，经风雨的长期冲刷剥蚀，形成

了崂山今天这样瑰丽的地貌。崂山形成后，地壳仍不稳定，

西部继续发生地层断裂现象，形成规模较大的断裂带不下十

余条，延伸几十公里以上，形成了雏形盆地。由于河流侵

蚀，盆地逐渐加深，海水侵入盆地就形成了胶州湾。这就是

青岛地区地貌形成的简单经过。据说，崂顶岩石上，留有海

水潮汐的蚀痕，即墨马山的石头尚有牡蛎皮附着其上，那可

算是历史的见证了。

北京自然博物馆陈列着一具恐龙化石，身高四点九。

米，长六点六二米。科学家们估计它活着的时候，体重不低

予二。至三。吨。这具恐龙被命名为“青岛龙"。“青岛

龙"的生活时代，大约是在七千五百万年前。这具恐龙化石

是在距青岛市中心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出土的，同时清理出土

2 、



的恐龙化石达七具之多。这就充分说明，地球历史上的白垩

纪晚期，青岛一带水草丰盛，生物众多。

从现在出土的文物来看，新石器时代，青岛一带已有人

类聚居生活，胶县城南三里河是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通

过发掘，清楚地看到，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址，第一期出土房

屋四座，表面涂有黄土泥浆，房里还有“窖穴一，贮有大量粮

食——粟。属于这个时期的许多墓葬中有陶器随葬品。下层为

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中，被葬者口中含有玉，手中握有獐

牙，随葬品还有蚌器。在即墨县、崂山县也出土过许多新石

器时代的文物。

据史载，青岛地区古属东夷地，周朝初年属夷国，后属

齐国。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

朝，青岛一带的东部属胶东郡、西部则属琅琊郡。

汉朝，徐州设琅琊郡，下辖五十一县，今天的青岛市地

区，当时分属不其、柜县、皋虞，黔陬、琅琊等县。东汉

时，封伏湛为不其候，今青岛市区为当年伏氏封地。《汉

书》记载，当时仅有三千六百户。

隋朝重建即墨县，其址即为今之即墨城，西部则属胶

州。唐朝时，唐玄宗曾两次派人到崂山寻仙炼药，古籍有所

记载，崂山亦有摩崖石刻记述。宋朝时密州01"1治在今诸

城)设市舶司，为全国著名海港，其港口为“板桥镇黟(今

胶县)，元裙三年设立了“抽解务"。金兵南侵，板桥镇为

金占领，建胶西县。
、

明洪武初年，胶西县并入胶州，下辖商密、即墨两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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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山卫。洪武三十一年又在东南海口设灵山卫，辖有多处军

所。明朝，因海上倭寇骚扰，一度禁止海运。万历间即墨县

令许铤在《地方事宜议》中提出，即墨地瘠民贫，宜开放海

口进行南北海上贸易。于是在即墨境内开放了青岛口、金家

口、女姑口等海口。这是青岛从一个小小渔村成为海港的开

端。

到了清朝，同治元年，清政府在山东的烟台建立了东海

关，管理山东沿海的关税。同治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

东海关在青岛设立了分关。可见这时的青岛已经日渐繁荣。

现存的同治十三年天后宫《修庙碑记》中记有。“旅客商人

云集于此刀，捐款的名单中有商号几十家。虽然其中有的商号

是设在即墨城，而此时的青岛早已不是一个“荒凉的渔村矽

则是事实。

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道员刘含芳奉命到青

岛查勘后，写了《查勘胶州湾条陈》。其中写道：矗⋯⋯胶

州澳澳口东青岛，高四十七、八丈，有市有关，地属即墨，

山脉来自崂山⋯⋯青岛西角小梅坞，平岗七里，向西直伸，

断续相连⋯⋯。黟这里说的“有市有关黟即上文中指出的有

商业有海关。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纷纷入侵中国，强占土地。青岛附

近因有天然良港胶州湾，早为帝国主义垂涎。清政府内亦有

人指出青岛地区地位重要，应派兵驻守。清政府驻法，俄，

奥大使许景澄说。青岛“其外群山环抱，口门狭仅三·四

里，口内有岛中峙，实为天然门户，⋯⋯溯自浙之温州以至

于青齐滨海各处，非口门坦漫即港路浅狭，惟该湾形势完

善，又居冲要，为地利之所必争刀。曾任登莱青道兼东海关



的盛宣怀，也曾上书建议“经营胶防修，谓“其地为水军第

一要口也，为人占则南北洋隔绝矣。黟清廷终于决定调登州

镇总兵章高元于光绪十七年(公元--／'k九一年)移驻青岛。

章高元系淮军，在中法台湾之战中作战英勇，被提升为

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将其总兵衙门从登州(今蓬菜)移至

青岛口，建立在青岛村畔(今人民会堂：hD，同时还带来四营

军队，广武前营在今巨野路中部与滋阳路之间，嵩武前营在

湖=I匕路西部(现公安局)，嵩武中营在今阴岛路海洋学院五校

门一带，广武中营在今海洋学院主楼西北侧的体育场一带。

这时，青岛已设立了邮局， “兼辖青、莱、沂、胶境内之

十二个分局黟。光绪十九年又设立了电报房。章高元除建炮

垒设兵营外，还从旅顺运来器材，在前海建立了栈桥，以为

军用码头。使青岛从渔港、商港又成为军港，初步形成繁荣

的市镇。因而一般认为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是青

岛建为市镇之始。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竞相在中国夺占土地。俄国和

德国均对胶州湾垂涎三尺。俄国军舰曾借口“过冬’’停泊于

青岛湾，并建了一个码头。以其短小，群众呼之为“蜗牛

桥"(今青岛二中附近)。早在公元一八六九年，德国人黎

希特霍芬就“游历弦了山东各地，调查了lII东的矿山、物产。

随后，德国政府还多次命令东洋舰队司令株利士调查山东半

岛的形势。公元--Jk九七年又派德国的“河海工程专家"佛

郎求司潜来青岛，对胶州湾及其周围进行调查，同年八月写

出了详密的报告书。与此同时，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在北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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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提出“租借一胶州湾的要求。清政府害怕其它帝国主

义援例而末敢答应。

德国政府经与俄国密谋以后，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

青岛。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日，也就是教案发生后第九天，

德罔舰队司令棣利士率舰从上海向胶州湾迸发，十三日抵胶

州湾海面，以上岸演习为名，大举登陆。德国军队登陆以后，

立即构筑炮位，把炮口对准总兵衙门及各炮位，然后下最后

通牒，要中国军队撤走。驻军总兵章高元请示清廷，清政府

却电复t “断不可先行开枪”、“非奉旨不准妄动”。于是

青岛一带沦入了德帝国主义之手。 ．

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清政

府的李鸿章和翁同和与德使海靖签定了《胶澳租借条约》。

条约共分“胶澳租界"和“铁路矿务"两部分，共十款，包

括l

一、胶澳海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内，准许德国官兵任意进

驻I

二、将胶州湾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九十九年I

三、允许德国在山东修造铁路两条，

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日，又签定了《租地合同》，十月

六日又签定了《潮平合同》、《边界合同》。殖民地的区域，

除整个胶州湾外，陆地上从崂山湾东半岛东北角起，经崂山

中部、沿白沙河到女姑口，胶州湾西部从齐伯山西南至灵山

卫、薛家岛间的大路。在租界地的界限，立有中德文并列的

界石。

青岛，为德国在远东的唯一基地，他们锐意经营，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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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港、上海栩抗衡。首先，修建了大港码头和胶(澳)济

(南)铁路。德幽殖民政府的城市建设，是为其殖民统治服

务的，整个殖民地分青岛、李村两大区，青岛区内又分为青

岛、鲍岛等小区。青岛区只限欧洲人居住。一九一一年辛亥

革命后，清廷的王公贵族、封建官僚逃来青岛，托庇于帝国

主义保护。一九一四年一月，德国殖民政府才修改法令，准

许中国人在青岛区筑屋稽住。

德国侵占青岛以后，在青岛设立提督(即总督)为地方

最高长官。地方政务除法院外，设军政部，民政部、工务部。

首先以八十五万马克建造了总督府(今青岛市政府)，以一

百万马克建造了总督官邸(今迎宾馆)。自一八九八年四月

任命海军大佐罗伸达为胶澳提督，至一九一一年八月任命卖

尔瓦的克为胶澳提督，中间因各种原因，更换提督十次，均

为海军大佐。

德占期间，青岛区的马路均命名为德国路名，如今太平

路为威廉街、广西路为亨利亲王街、湖南路为太子街、曲阜

路为柏林街、河南路为汉堡街。中国人居住区则以中国地名

命名，如今中山路北段当时名山东街，今北京路，天津路，

当时为北京街，天津街。德占时的青岛人口，一九。二年中

国人为一万四千九百。五人，欧州人六百八十八人，到一九

。七年，五年之间中国人已增至三万一千五百。九人，欧洲人

一千四百八十四人。青岛的经济收入，一八九八年为三万多马

克，而一九一三年激增至七百二十万马克(据《东方杂志》)。

四

一九一四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以对德宣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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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进攻青岛。 ．

德占青岛以后，即企图永远占据，在沿海及陆地修建了

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在汇泉角、青岛山、湛山等地建筑有大

口径的炮台及地下工事。日军以与德国交战为借口，远从山

东半岛北侧的龙口登陆，借机侵占了胶东大片地区及胶济铁

路沿线。十月份，日英联军又从崂山东部的仰口湾移陆，包

围了青岛。接着攻占了孤山，架设大炮向青岛市区轰击，剐

建立的日本空军也派来飞机助攻。德军孤守无援，被日军攻

下，驻青德军除死伤者外，全部投降。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

六日，日军进入市区。从此，青岛沦为日本殖民地。

日本占领青岛以后，在青岛建立守备军司令部。一九一

七年一月设立民政署，在李村等地设立分署。一九一四年德

占青岛时期，青岛即有日本侨民一千余人，日军占领青岛后，

又有大批日人涌到青岛，到一九二二年时已达二万三千多人。

日侨在市场一，二，三路和聊城路，临邑路一带建立了日本

侨民住宅区，称“新市区乃。以聊城路为中心，有各种商店

及饭店，妓院。商店全为日文店招，满街是和服，充耳木屐

声。由于侨民的增多，还建立了侨民中学，小学。

日本人还在四方、沧口地区建立了许多工厂，以棉纺厂

为多。他们掠夺中国的棉花，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赚取

高额利润。其中一九一六年开办内外棉(现国棉二厂)，一

九一九年设大日本纺织厂(亦称大康、现国棉一厂)，一九

二一年设宝来(今并入国棉九厂)、富士(现国棉七厂)，

一九二二年又建隆兴(现国棉三厂)，钟渊(现国棉六厂)，

雇佣中国工人达一万四千多人。另外还开设了面粉、火柴、

榨油等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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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占青岛时，声称打败德国后交还中国，但占领以后

尽食前言，并且进一步提出所谓的“二十一条”，不但企图

长期霸占青岛，并进一步扩大略侵范围。消息传出后，全国

群众怒不可遏，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提出了“誓死争

圆青岛"等口号。一九二二年，中let两国政府签定了条约，

规定日本把青岛交还中国，中国政府把青岛定为外人可以自

由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商埠，日本并得保留一部分在青岛的财

产。中国政府在付出日金六千一百万元之后，才算收回了青

岛。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IEI，在青岛举行了移交仪式，日本

此次占领青岛达八年之久。

五

中国的北洋政府接收青岛以后，青岛全区域称“胶澳商

埠黟，设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国民党北伐以后，一九二九年

四月十五Ft成立了青岛特别市，直属南京政府领导，为中央

直辖市。一九三一年，青岛市所辖的区域，除保持了德，IEi

帝国主义侵占时期的范围以外，又将即墨之惜福镇、王哥庄

一带划归青岛。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IJ|东的两位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回

到山东后，即在青岛发展党员，建立组织。邓恩铭同志于一

九二二年十二月来到青岛，一九二三年一月成立了中共青岛

直属支部。一九二四年春，青岛党支部改组为青岛市委，邓

恩铭任市委书记。一九二五年一月，王尽美同志亦来青岛进

行革命活动，并于这年八月病逝于青岛。

日帝侵占青岛时期开办的许多工厂，在青岛交还中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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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开办，日本资本家继续利ji{|f'囡的原料羽{廉价劳动力进

行残酷剥削和经济侵略。在党的领导下，四方机厂子一九二

四年组织了工会，并进行了罢工斗争。一九二五年，在日本

人开设的工厂里的中国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在四月份举

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let本资本家与中国反动政府相勾结，

开枪杀害了中国工人，造成“青岛惨案"。接着上海又发生

了“五卅惨案"。青岛市的工人、学生和各界民众进行了规

模空前的革命斗争，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向帝国主义

和中国反动派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斗志。当时任中华全国

总工会剐委员长的刘少奇同志曾亲自来青岛指导工人运动。

罗荣桓同志当时是青岛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带领该校学生，

团结中等学校的学生，共同支援了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曾发表声明，支持青岛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

在lJI东半岛还没有日本一兵一卒入侵的情况下，于一九三七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撤离了青岛。不久青岛又第二次沦为日本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日本军队在青岛

登陆，成立了汉奸组织“维持会”，一九三九年改为青岛特

别市公署，同一年伪政府将即怒、胶县划归青岛市，称“大

青岛市黟。日本在青岛推行了七次所谓“强化治安运动万，

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

人民，除进行武装斗争外，还采取怠工、罢工等方式，不屈

不挠地进行反抗，打击日本侵略者。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IEI，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接着国民党

政府接管了青岛，这时的青岛仍为中央直辖市，所辖区域与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问相同。IEI本投降后不久，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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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美国军队即开来青岛，美国第七舰队以青岛为基地．

一九四八年十月，美国第三十八特种混合舰队又开来青岛。

在这以前，一九四七年·月，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了《青

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据“合众社"当时透露，根据这一

协定，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与中国将共同使用青岛海军基地。

美蒋统治下的青岛，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生产萧条，物

价飞涨，民不聊生。 。 ， ．，

六

。．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青岛获得了解放。从这时起，青

岛改为山东省辖市。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市人民政府通过调

整区划，全市共划分为台东、台西、市南、市北、四方、沧

口等六个市区，由市人民政府宣接领导，郊区划分为流亭，

夏庄、惜福镇、乌衣巷、崂东，崂西、李村，楼山八个区，

由崂山办事处领导。一九五三年六月崂山办事处改为崂山郊

区政府。 ，
，

一九五六年一月份，青岛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

合营，手工业实现了合作化，一月二十四日宣告胜利完成了

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八年，即墨、胶县，胶南三县划归青岛领导。胶

南县系由原胶县、诸城县的一部分组成。一九六。年，三县

重新划出。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决定崂山郊区改为崂山县，

仍由青岛市领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即墨，胶县，胶南

三县及黄岛区又划归市辖。黄岛区原系胶南县的一部分。一九

八三年九月，平度，莱西两县划归青岛。这就形成现在六区

六县的辖区。一九}k-年全市有大小企业上千个，职工六十多

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