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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PROFACE PROCAPTION

一、《青岛优秀建筑志》是第一部反映青岛优秀建筑的专志。本志在

编纂过程中，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为依据，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青岛优秀建筑的历史与现状，达到思

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的体裁是以志为主，述、记、图兼用。其框架设计从科学分

类的实际出发，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划分章、节、目等层

次。篇目的编排，力求体现结构合理、繁简适当、层次分明的特点。

三、本志所记建筑，选自2000年6月山东省建设厅、文化厅《关于公布

山东省历史优秀建筑的通知》中涉及的青岛建筑；记述范围为青岛市区。

四、本志的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采用历史纪年则夹注公元纪

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皆依据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建国前”、 “建国后”。1949年6月2日

青岛解放前后，称“解放前”、“解放后”。

五、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使用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

均按国家颁布的统一规范书写。所依据的资料，包括史实、人名、地名、

年代、数据、引文等，尽量引用原始资料。原始资料经核实后一般不再注

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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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O F A C E

历史建筑是一座城市运行的轨迹，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浓缩，它记载着城市经历的世

事沧桑以及耐人寻味的历史追溯。青岛的城市历史虽不及中国大地许多古都那么久远，但大

量造型风格独特的多国优秀建筑，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鲜明特色，欧陆异域色彩与现

代海滨景观交相辉映的城市风情风貌，都为这座年轻的城市积累下宝贵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青岛城市建筑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k1891年建置，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在前后58年的风雨历程中，一大批中外优秀建筑师为青岛建筑史奉献出了一曲曲华彩乐章，

筑就了青岛城市特色的早期基础。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后，大规模的城市和港口建设逐步展

开，依托自然等高线和曲折绵延的海岸线走向，建造了许多具有欧陆风情的建筑，真实反映

了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欧洲大陆的建筑流派与建筑艺术。日占时期，尝试运用新材料、新技

术，有不少建筑体现了“集仿主义”、“折衷主义”等流派风格，但城市建筑的西洋格调并

未改变。即使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时期，许多建筑依然具有浓厚的欧式韵味。素

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的八大关地区和百年商街中山路区段堪称欧式建筑的典范。这些精

美的多国建筑在折射了欧洲近代建筑史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严肃的近代历史教

科书，写下了青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浓重篇章。

优秀历史建筑承载着城市的文化和根脉。青岛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天后宫、海云

庵、于始庵，真实地映射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印记。当这片清秀质朴的土地脱离中国人的

管辖之后，一直延续的文脉突然被割断了。20世纪初期，青岛掀起了两次建筑高潮，给这座

城市的建筑风格打上了不可磨灭的西方烙印。青岛近代建筑的历史踪迹，就是一条典型的西

方文化渗透的履痕，并通过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促进了青岛地域文化多元性的形成和发

展。值得骄傲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近现代中国文坛的名人荟萃岛城，积极倡导新

文化运动，开展新文学创作活动，使青岛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北方文化名城之一。闻一

多、老舍、梁实秋、沈从文、王统照等文学巨匠，大多居住在小鱼山周边区域，形成了全国

少见的名人居住区，进一步丰富了青岛老建筑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的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

青岛形成了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城市秉性，为今天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

青岛虽然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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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建筑文化。特别是这些历经百年沧桑的优秀建筑，浓缩了近代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

社会城市发展的轨迹，展现了多国建筑文化和不同建筑风格的融汇，记载了城市历史文化

中最生动的部分。保护这些历史建筑，使其重新展现出时代的特色，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

史重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岛市开始的东部新区建设和构筑现代化城市大框架、甩开旧

城建新城的做法，基本完整地保存了大部分的老街区，这为保护青岛的城市风貌，留驻

城市的历史根基，并成就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耀，居功至伟。同时，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

格的基础上，对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和传统街区进行了翻修更新和使用置换，增加了新的

使用功能，使其重新恢复活力。新世纪以来，青岛城市建设中涌现出国际会展中心、奥帆中

心、极地海洋世界等一大批时代风格强烈、主题明确的现代建筑(群)，有的已成为新的地

标式建筑，使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真切地感受到了优秀建筑艺术的相互交融与比衬。

青岛市政府已经公布了两批共313处历史优秀建筑。其中，第一批131处全被列为省级

历史优秀建筑，占全省总数的38％；有25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岛优秀建筑

志》辑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100处优秀建筑，既有传统的中国建筑，也有典型的欧陆建筑；既

有宗教民用场所，也有行政军事设施；既有文化名人故居，也有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优秀建

筑的厚重文化内涵，不仅为年轻的岛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更以其鲜明的特色成为城市

文明的一支奇葩。

编纂出版《青岛优秀建筑志》，是青岛市政府确定的一项基础文化建设项目，为世人走

进青岛、了解青岛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青岛优秀建筑志》提供的珍贵翔实的历史资料，

不仅可以使我4J']Zk容欣赏这些优秀建筑的风姿和特色，充分认识它们在今日城市建设与未来

城市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全面领略青岛城市深厚的记忆和文化的多彩，而且对于善待和

保护这些优秀建筑，传承建筑文明，延续青岛历史文脉，塑造城市文化品格，弘扬“诚信、

和谐、博大、卓越”的城市精神，使青岛在城市飞速发展与对城市历史价值深刻理解之间获

得平衡，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是为辱n

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A j}斗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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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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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海滨丘陵城市，岬湾相间、曲折迂回的海岸线，使市区的街道和房屋建筑顺地势

和海岸垸蜒，巧妙地与山海融为一体，逐渐形成了汇集西方特色建筑、穿插中式传统建筑的

独特风格

1 891年6月1 4目，清政府议决在胶澳设防 次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奉命率兵由登州

f今蓬莱j移驻胶澳，兴建了胶澳总兵衙门，在以青岛村、青岛口为中心的前海一带，相

继建立了电报房和邮局，修筑了1日式土垒、栈桥f码头)及军营从此，商业、交通、运输业勃

然兴起，使青岛在社会经济、地缘特征和区位功能上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政府议决胶澳设防

是青岛建筑发展和城市形成的起点．这一时期的建筑基本都是中国传统风格其中，胶澳总

兵衙门是青岛建置初期城市建筑的代表和象征

青岛市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始于1 897年德国侵占青岛以后德国政府原计划将青岛建设

成为德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军事基地和掠夺中国资源的“桥头堡” 但在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

订《胶澳租界条约≯后，99年的租期使得德国政府对侵占青岛的目的和城市规划设想发生

了改变从1 899年4月2f1日德国政府出台的《青岛城市规划图》中可以看出，德国已将青岛

作为自己在亚洲的长期领地，对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建设适于欧洲人安居乐业的海滨

商业和旅游城市

《青岛城市规划图》将青岛划分为“欧洲区”、“别墅区”、 “华人经济贸易商业区”

和两处“劳工区” “欧洲区”位于半岛南边，面向大海，建有德国殖民行政办公楼以

及欧籍商行、宾馆、学校和住宅等，中国人除为外国人所雇用外，均不得在此区域居

住； “别墅区”建于青岛山西南，濒临汇泉湾，主要有总督、总督副官以及各高级官员的

住宅； “华人经济贸易商业区”位于青岛市区的西部和北部，建筑多为二层楼房，传统的四

合院布局；台东镇和台西镇两处“劳工区”，多为单层四合院的中国传统建筑式样，供港口

和铁路工人居住。

德国的城市规划结合自然地形状况，将城市设计为背山面海的开放型格局，道路顺山

势蜿蜓盘旋，与中国传统的经纬结构大相径庭城市房屋建筑也由中国传统方式转变成为

西式风格， “古典复兴”、 “巴洛克”、 “洛克克”、 “新艺术运动”、 “殖民地式”等



西方建筑流派纷纷涌入青岛这些建筑风格强调装饰，讲究尺度．样式繁多．构成了青岛早

期城市建筑的特色和魅力，形成了青岛独有的城市风貌

191 4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侵占了青岛，并通过青岛对山东地区乃至华北地区进

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开展大规模的商业设施建设成为日本侵占青岛时期的主要统治内容在青



第一章行政与军事建筑

第一节行政建筑

德围胶澳总督府lH址

德国驻青岛领事馆旧址

英国驼青岛领事馆IH址

美国驻青岛领事ti’,lH址

丹麦驻青岛领事馆IH址

胶海关旧址

胶澳帝国法院旧址

青岛德国警察署旧址

青岛欧人监狱旧址

青岛市民大礼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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