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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德国人拍摄的衙门老照片，
可以清晰地看到门前的大照壁，和整
齐的三进院。
照壁，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建筑

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盛行于明朝，古
人称之为：“萧墙”，起屏蔽外来鬼怪
（传说小鬼只会走直线，不会拐弯）的
作用，因而便有了祸起萧墙之说。另
外，也有说法称是风水的需要。在老衙
门的照壁上，画着一个巨大的怪兽。英
国人F·帕墨在《青岛》一书中称，“入口
处和其他各地的中国衙门一样，有一
座影壁，在向衙门的一面上画着一只
类似蜥蜴的巨兽———‘谈’，瞪着大眼，
张着大口，身上长着密密的鳞片和牛
一样的尾巴，头部的前方是一轮正在
升起的太阳。这只兽作为贪婪的象征，
警告每天路过此处的官员们不可过于
贪婪”。而在《山东德邑村镇志》（1901
年）中，则如此记载：“在官府的门前，
约30米处，立着‘防护墙’……按照中
国的说法可以挡住通过衙门大门的所
有邪恶影响（辟邪），画着獬豸的画。这
是一个有着龙头的丑陋的巨兽。眼珠
突出的难看的眼睛和不自然张开的伸
向画着太阳的大嘴。可怕的头后，由带
着利爪的粗壮的腿支撑着的是有狮子
尾巴的一个长长的鱼鳞的身躯。獬豸
这个动物是欲望的象征。通过衙门打
开的门的官员，在看到这贪婪的本性
象征时应该想到，这个本性意味着对
荣誉和尊严的贪欲……”
关于老衙门的旧貌，老地图和老

照片中一览无余，虽然为黑白照片，但
仍能感受到宏伟建筑带来的威严。
出生于1972年的解国华先生住在

常州路7号，他坚信自家平房就是老
衙门建筑群的一部分，“属于跨院，应
该是章高元的内眷住所”。在德国著名
建筑师、古建保护师盖特·卡斯特捐赠
的手绘地图中，在陈旧的明信片中，他
都能找到那个带回廊的特殊瓦房。院
子里回廊的旧痕仍然存在，房屋和院
门古朴犹存。记者询问青岛城市人文
学者李明先生，他告诉记者，这处平房
应该就是老衙门的组成部分，已经存
在了120多年。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解成明担任

《青岛时报》发行科的科长。青岛解放
前夕，老衙门一带的官员搬走了，爷爷
全家从齐东路搬到了常州路7号。我
童年时期一直对家里的木制回廊感到
好奇。有一次，爷爷到大学路图书馆
（今青岛美术馆）看书，意外发现我家
原来是衙门后院，章高元内眷的住处，
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恰巧这几
年看了一篇文章，发现其中关于章高
元后院的描述与我家房子太像了，我
便决定着手研究老房子的历史”。在解
国华先生的讲解下，记者一一看了老
衙门旧址所在地，包括人民会堂旧址，
以及欧人监狱前最早的邮政处，如今
旧迹已经消失。
探访结束，回到地铁站，再望人

民会堂，夜晚，灯光渐明。此时的人
民会堂不仅能够聆听大海的波涛，
还能感受到滚滚的车轮在地下穿
行。它脚下的土地，铭记着那些沧桑
的过往；古树静谧，却目睹了过去的
兴衰与荣辱。

一座比县衙还气派的衙门，开启了
青岛城市的历史。
然而，经费短缺问题，早在1886年就

已探讨过，现在仍未解决。所以，当1894
年李鸿章再次出现在胶澳的时候，对章
高元并不满意，因为炮台还没建好，栈桥
也未完工，整个防御体系“尚嫌单薄”，他
当即敦促章高元“督率四营将弁认真合
力工作，以期早日告成”。
一场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清政府的

节奏，章高元的防御体系也不得不暂且
搁置。因为1894年的7月，他已经率兵出
现在了辽东战场。甲午战争爆发，虽然章
高元仍然作战英勇，但最终仍以失败告
终。战争结束后，章高元带领四营军队步

兵2000人，炮兵1000人黯然回防胶澳。此
次归来，章高元接受了更加残酷的考验
和磨难。
青岛城市人文历史研究者吴坚称，

“1896年章高元的母亲病逝，他的仕途面
临一劫。因为根据清廷规定，他三年内不得
为官。不过在清朝有个变通办法，即皇帝觉
得守制官员责任重大、不可或缺，在其守制
未满的情况下可以强行复任，名曰‘夺情’。
这次‘夺情’让章高元有机会经历其人生中
最重要的历史关口——— 胶州湾事件”（《李
鸿章的爱将章高元与胶州湾》）。
德国人海因里希·谋乐编辑的《山东

德邑村镇志》（1901年）提到“青岛”时，曾
写道：“总兵章（高元）修建了衙门，为其士

兵修了四个兵营和栈桥，栈桥尚未完工。
从这时起，外国列强的军舰经常访问这个
地方。”1897年1月，德国港口工程专家乔
治·弗朗鸠斯，和他通晓水利工程的侄子
弗朗茨乘船来到中国。他被德皇秘密派遣
到中国，考察中国的沿海地区，这名特务
得出结论：胶州湾非常适合作为德国在远
东的军事和贸易基地。德皇威廉二世决心
已定，魔爪就这样伸向胶州湾。1897年11
月1日，山东巨野县发生的德国传教士被
杀案，让德国有了借口。1897年11月7日深
夜，威廉二世向停泊在上海的远东舰队司
令迪特里希发出密令：“全部舰队立即开
往胶州，占领合适的据点和村庄。”3天后，
迪特里希率军驶往胶州湾。

今日的人民会堂建筑宏伟，院内和
周边的老树见证了一段段难忘的时刻。
青岛古木专家于涛先生告诉记者，

在人民会堂内，有百岁以上树龄的树木
多棵，包括五棵银杏树、一棵青朴、一棵
楷木……“青朴和楷木均生长在老衙门
以东的青岛河下游入海口，其树高、径
粗、形态质地等特征，均表明它们是老城
区的树王”。
老树无言，沧桑难尽。
1897年11月13日，德国军舰出现在

青岛湾前，称“借地操演”，逗留几日便可
离港。章高元没起疑心，还要设宴宴请对
方，遭到婉言拒绝。第二天清晨，他们再
次出现，早操中的清军并不意外。尽管人
们对章高元此时的反应说法不一，德语
老师、青岛人文历史研究者朱轶杰先生
翻译的《德国第三海军营营史》（C.胡居宁
作），讲述的细节耐心寻味。“章将军凑巧
就在他家门口的空地上，他一点也不清
楚这支德国登陆部队的意图。他深信，他

们只是在进行登陆演习。他很友好地与
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打招呼，并通过翻
译表达了他对他的部下得到观看欧洲军
队的示范性演习这样难得的机会的满意
之情，他们能学到很多东西”。章高元和
迪特里希“没完没了的客套”正中德国军
队下怀，他们迅速占领要点，并在信号站
上插上“海军上将的旗帜”。当一封信件
送到章高元手里时，章将军如雷轰顶。信
中“要求清军必须在3个小时内留下火炮
和弹药，将军营腾空，然后将军队向内陆
准确地撤到某处线后”。章高元尝试和谈
无效，只能服从，部队撤退，龙旗降下。这
一切都和之前的记载并无两样，但“章将
军没有和他的军队待在一起；他担心自
己的脑袋，也担心他的同胞报复，因此他
请求，暂时继续留在衙门里”。他也曾在
给他送的饭菜塞书信与外界联系，被发
现。后来被带到德国军舰“威廉亲王”号
上。“他尝试用所有的劲儿反抗，甚至还
请求护送他的军官把佩剑给他，他想用

这把佩剑自杀；他害怕如果他待的时间
过长，北京朝廷里的权力部门会用习惯
的方式关起他的家人”。得到撤退的圣
旨，章高元立刻被释放，“他甚至还和他
身边的几位军官交换了小纪念品”。
自德国东亚舰队进抵胶州湾至章高

元撤出青岛，为时仅18天。这次事件并非
一枪一弹未发，“在清军撤离之时，德军
以炮火攻击，致使清军兵士一死四伤，军
械、帐篷、粮食被抢”。章高元被逼调驻烟
台。1898年3月，《胶澳租界条约》签订，租
期99年。
对于章高元的做法，吴坚认为，“这

与当时中国官场腐败有直接的关系……
在遇到外敌入侵这一重大问题时，章高
元首先考虑的不是应该怎样做，而是揣
摩朝廷会希望他怎么做。尽管丢了胶澳，
却没为此掉了官”。退出青岛后，章高元
被人称为“罪人”，面对舆论纷纷，这位曾
经纵横战场的猛将两耳失聪。1912年，凄
凉病逝于上海。

“德国占领期间，这里仍然是中国官
员的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也曾是首任
总督鲁绅达尔海军上校以及耶施克的办
公府邸。1898年德国巡洋舰舰队来青时，
舰队司令、普鲁士亨利王子殿下也曾在
此处下榻。从那以后，这所建筑物被扩建
并翻修了”，英国人F·帕墨在《青岛(1898
-1910)》一书中写道。
发黄的照片，雕刻着时光的印记。老

楼坚守着，存在着，变化着。“围墙从中国
传统的土墙变成了德国的篱笆式的”，青
岛文史爱好者解国华说，“一只黑狗是章
高元养的，具有德国血统，结果德国人来
了，它跟他们特别亲”。青岛村拆了，德式
建筑一栋栋地拔地而起，老衙门的三进

院和部分跨院得以保存。
1914年11月，日德战争爆发，德国战

败，总兵衙门一度成为日本占领者的临
时海军兵营。青岛主权收回后，这里一度
成为居民住宅。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
告诉记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第
二次侵占时期，老衙门里还创办了一所
私立中学东文书院，此后改为崂山中学。
“抗战胜利后，按政府接受规定，归办学
之用，于是劳（崂）山中学遂开办于此”，
《青岛总兵衙门》的作者绍贤是中学老
师，他称“记劳山中学初创时余即于此任
课，每日登堂入室，睹物生感，因想夫李
合肥（李鸿章）曾于此谈兵也，张巡抚曾
于此集会也，章总兵曾于此鞫（jū）案

也，大枪弓箭之士兵曾守卫于斯门也，
双眼花翎黄马褂之官员曾出入于此庭
也，老衙门古貌俨然阅人多矣”。“1959
年，总兵衙门被拆除，开始建设一座会
堂，次年落成，这就是后来的人民会
堂”，鲁海先生告诉记者。解国华的母
亲曾经是人民会堂建设队伍中的一员，
当时她才十几岁，刚刚从学校出来打工，
“跟着挑砖干重体力活，累得直哭”。
岁月流逝，人民会堂见证了青岛的

变迁。老报纸上，1980年的春天，或许有
些人还记得，在人民会堂旁，“经常有一
个青年人摆书摊，出租小画书。一些好学
的孩子经常排成长队，席地而坐，聚精会
神地翻看画书。”

■特写

衙门镇贪欲
照壁也反腐

1905年，德国人在衙门前留影（建筑为左青龙右白虎）。 衙门外的照壁。解国华提供

圣诞节，德国乐队在衙门广场排练。 1898年，亨利亲王和夫人等在衙门。解国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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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栋德式楼房中间瓦房为
常州路7号。解国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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