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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路14号，一座曾藏有青岛经济
命脉的院落。

德华银行旧址建成于1901年，是德
国铁路设计师海因里希·锡乐巴和路易
斯·魏尔勒的作品，具有典型的意大利
文艺复兴式宫殿风格；山东路矿公司旧
址，始建于1902年，为德国掠夺山东的
煤矿、金属、石油等资源出谋划策……
独立的院落，与海相伴，目睹晨晖夕霞
织染云海，在大海中碎成一道道粼粼波
光。再往里走，是一栋三层高的方正大
楼，比起风格迥异的德式建筑，它显得
太过板正、呆板。两面入口其中的“正
门”，因为离现在的院落门口较远而被
封，门上的“为人民服务”清晰可见，是
的，这里一度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
青岛市图书馆馆址。

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往来无白
丁，谈笑有鸿儒”，大学路上随便走一走
可能与闻一多、梁实秋邂逅，也可能与
老舍、沈从文擦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
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
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国立青大（1932
年改名国立山大）聚集了大批学者、教
授，加上几十余种期刊报纸的兴盛，青
岛活力无限，文化氛围浓郁。
因此到1936年时，青岛市除青岛市

立图书馆以外，有山东大学、市立中学、
市立女中、礼贤中学、崇德中学、文德女
中、圣功女中等学校图书馆，青岛观象台、
市政、邮政局等图书室，民众教育馆图书
室，褐木庐戏剧图书馆等，在全国各城市
中处于先进地位，翰墨书香弥漫岛城。
就在这一年的7月20日，中华图书

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云集青岛，是青岛一
次重大的学术会议，大力助推了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
然而，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

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青岛市立
图书馆于1937年11月停止开放，少量珍贵
图书撤至后方，随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再
次踏进青岛。日本侵占初期，图书馆损失
图书二万余册。
图书馆经历从辉煌到低谷，直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才重新回
到中国人的手中。1945年12月20日，青
岛市立图书馆在莒县路2号正式复馆，
教育局委调梁铭东（伯训）任馆长，工作
人员9人，杂役1人。馆舍三层，初具规
模，不过遗憾的是因事变后图书损失过
甚，藏书仅达17000余册，杂志4000余
册，报纸14种，杂志8种，日均接待读者
150人左右。
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青岛市图书

馆接待的读者很少，“有时候才几个
人”。图书馆真正恢复是在1949年6月2
日青岛解放后，青岛市军管会派人接管
了市立图书馆，原有工作人员全部留
用。9月6日，市长马保三任命梁伯训为
青岛市立图书馆馆长、王悦吾为副馆
长。一份珍贵的任命书，成为图书馆重
新走向辉煌的见证。
青岛市政府很重视鼓励市民读书，图

书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图书馆流
通，如借书证延长期限、先借书后对保、一
证借二册等，力求满足读者需要。同时，还
借鉴山东省立图书馆在馆外发展读书小
组做法，对象为工人、店员、理发匠、学生
及一般市民，30多个小组很快成立，令人
惊奇的是，馆藏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1950年，奉上级指示“青岛市立图

书馆”改称“青岛市人民图书馆”，迁至
广西路14号，扩大了馆舍，但线装书仍
存放在莒县路2号。

延吉路109号，青岛市图书馆恢复
开放，读者有序扫码登记进入。这里是书
的海洋，也是备考学子们安静复习的天
堂。宏伟的大楼，宽敞的借阅室，早已不
见了旧日的沧桑。目前，新址即将再选，
这里也会成为一段关于图书的记忆。

几十载春秋，多次变迁，青岛市图书馆
不断地扩展着馆藏。当然，也经历了十年动
荡的考验，幸好，大多数图书完整地保存下
来。遗憾的是，青岛市图书馆的老馆长鲁海
先生于去年离世，作为青岛一宝，他的心里
装着青岛，装着图书馆的一点一滴……
1986年12月，青岛市图书馆新馆在选好
的延吉路与山东路交口处奠基。1991年11月
11日，新馆逐步对外开放，设社会科学报刊
阅览室、图书阅览室、文献检索室，自然科学
报刊阅览室、图书阅览室、文献检索室，外文
室，还有流动图书车。据悉，图书馆馆藏书约
123万册。其中古籍15万余册；报纸期刊26万
册；民国出版物3万余册；地方文献1.5万册；
外文文献10万册，其中日、德占时期文献资
料3万余册；中文普通图书64万册。
梳理完青岛市图书馆的历程，
翟主任感慨，馆藏图书随着政局的
动荡几度流失，终于有了现在的规
模。回首过去，青岛市图书馆有过不
少领导人和名人的影子。“1957年，
毛泽东主席来青，住在了迎宾馆，
他喜欢古诗，借阅了光绪年间的
仿刻本《古诗源》”，翟主任说。《毛
泽东与青岛》一文也提到：“在青
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他
很喜欢读《聊斋志异》和《古诗
源》。于是，他找来青岛市委的同
志，让他们帮他去找这两部书。在
青岛图书馆里，市委的同志终于
找到了这两部书的线装读本。当毛

泽东看到这两部书后，兴奋地说：‘真想不到，
在青岛还能找到这样好的版本。’”
“叶剑英元帅1979年来青岛住在八大关，
也派人来借阅《古诗源》。可以说，《古诗源》已
经成了馆内之宝。陈毅元帅1954年到青岛时，
住在花石楼，他有个习惯，每到一地就了解当
地历史，喜欢地方方志，他借阅了《胶澳志》，又
派人到图书馆找到一套同治年间的《即墨县
志》，并写下了长诗《初游青岛》”。诗中写道“巨
舰泊海中，火树花若燃。万象看不足，深夜坐
斋前。沉吟久不睡，海天思绵绵。此是弹丸地，
史实可详谙。”并从齐桓公一直写到青岛解
放，显然，《即墨县志》给予了他灵感。
翟主任告诉半岛记者，毋庸置疑的是，
上世纪30年代名家聚集青岛时，应该有不少
名人比如萧军等到莒县路2号图书馆查过图
书，只是没有什么记载。“老舍夫人胡絜青女
士曾经派子女到青岛市图书馆查过老舍先
生旧作，因为老舍在青岛期间也在报刊上
发表了一些作品，如《避暑录话》，但是这
些作品都没有收到最早出版的文集中，
他们找到了散文《避暑》、小说《丁》等，胡
絜青看到很高兴，倍感珍贵”。

隔天再游大学路，风和日丽，几对新
人正在拍婚纱照，这一幕已成日常风景。
大学路与鱼山路拐角处网红打卡地，前
两天的小雨，赶跑了几位游客，如今又排
起了队，这里是青岛的窗口。拐进鱼山
路，便是青岛美术馆，一个包围在黄瓦红
墙里的“高门大院”，一片环绕在名人故
居中的楼阁殿堂。这座始建于上世纪30
年代的优秀建筑群落，经历了原“万字
会”、原青岛市图书馆、原青岛市博物馆
的驻址变化，如今已经成为书画爱好者
的聚集场所。

几经沧桑，图书馆的藏书面临不足
的问题，于是政府专门下发文件，指示各
机关、团体、学校将所藏1949年以前图
书全部上交市图书馆。“原来的国际俱乐
部的一些外文图书，还有日本侵占时期
的兴亚院的旧日本文献、《胶州湾》情报
调查等，都转到了图书馆”，翟主任说。半
年间，图书馆收到各类图书两万余册，其
中，中文平装书一万余册。对于当时政治
形势下认为格调不高的武侠、言情、侦探
等通俗文学作品，每种保留一册(后交市文
化局，含王度庐、刘云若、还珠楼主、张恨水
等作品)，其余销毁。其他则存于市图书馆，
其中不乏《四库全书珍本初编》、开明书店
版《二十五史》及中外文工具书。
著名的藏书家张公制、郑爰居、张铮

夫等都先后在青岛定居，他们的藏书楼
也跟随而来，比如张铮夫的藏书以目录
学著作为主，因而称“千目庐”，还专门收
藏明清两代山东人著作。
于是，当社会上掀起捐献图书给国家

的热潮时，张公制、郑爰居、张铮夫等捐献古
籍五千余册。其中以郑爰居和张铮夫两大

藏书家捐赠的古籍最为突出，有明代兰陵
笑笑生撰《金瓶梅词话》、蓝田撰《蓝侍御
集》、张光启撰《张仲子自娱草》；明末清初的
古籍有法若真撰《黄山诗留》以及研究周易
的著作《胡峄阳先生遗书》；清代王葆崇的
《固有草堂文集》，此书以记载胶州的人物、
掌故、地方景观、移民居多，是仅存的绝版书
等。郑爰居领导文管会和市图书馆以这批
书为基础，编成了《明清两代山东人著作书
目》等，对传承中华历史和文化，研究山东地
方史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50年，图书馆举办了“鲁迅生平·

著作”大型展览，鲁迅先生带领创办的图
书管理事业，又开展了关于他的展览，如
此，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接下来，青岛市政府拨栈桥回澜阁

给市图书馆，在阁内开办了报刊阅览室
并陈列时事图片，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
图书馆展现于青岛。
1952年秋，图书馆全部迁至鱼山路

37号。1953年，奉上级指示改称“青岛市
图书馆”。图书馆采用开架外借方式，当
年统计遗失、破损图书达3648册。同年，
对陈旧过时图书进行了第一次剔旧。两
年后，青岛市图书馆有过短暂的地址变
更，由鱼山路37号迁至茌平路5号。此次搬
迁时间仓促，仅有三天。由于该馆舍狭小，
不能满足藏书需要，线装书及外文书都存
放在宁波路五号大仓库，由一名老同志负
责看管。1956年，青岛市政府为青岛市图书
馆定编，为正县(团)级单位，馆下设“部”
为科级单位，全馆编制45人。
1957年5月，图书馆由茌平路复迁

回鱼山路37号。因部分馆舍作为市博物
馆筹备处，馆舍面积有所缩小，部分善本
古籍移交市博物馆。

广西路14号：从辉煌到低谷，终复苏 延吉路109号：《古诗源》镇馆，名家曾往来

鱼山路37号：藏书家捐宝，馆藏日盛

鱼山路37号青岛市美术馆。 半岛记者 张文艳 摄

老舍与胡絜青以及子女（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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