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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葛楠 校对 高姗姗 审核 杨连登

在青岛百年商业发展
史上，有这么一条路极具特
色，有人曾经用一句顺口溜
进行了比喻：“教堂建成中
国样，图画也能爬上房，东
西南北掉了向”，这就是外
地人眼里的“台东三大怪”，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明清时期，即墨县有个

杨家村，1899年，德国殖民
当局将杨家村划为中国人
居住区，因位于烽台岭即现
在的今贮水山儿童公园以
东，故名“台东镇”。2004年
青岛市档案馆人员从德国
联邦档案馆征集史料，根据
复制而来的一份官方文献
得知，1899年10月，胶澳总
督叶什克曾发布告示称：
“根据杨家村以北形成的集
市上的中国老百姓的申请，
为这块新的居民区起名为
台东。”从此，台东这个名字
遂流传开来。

随着社会的演变，“台
东镇”逐渐从一个地理概
念，演变成一条著名的商业
步行街，而享誉岛城内外。
位于台东步行街北侧，

有一处隐藏于居民楼之中
的寺庙式建筑，这就是始建
于1900年的清和路基督教
堂，它占地大约2000平米，
原名为青岛基督教信义会
路德堂，为德国传教士昆祚
所建。是德国柏林教会在青
岛的第二座礼拜堂，陶义修
为本堂传教士。1940年，得
到美国信义协会的捐助，将
原址旧房拆除，改建为中国
宫殿式的大礼拜堂。教堂居
中，多间副堂及其他房屋分
列左右，古柏森森、庄严肃
穆，形成典型的中式宫殿结
构，这种中国寺庙式的教堂
建筑结构，可谓独树一帜，国
内外都极其罕见，堪称一怪。
2004年，市北区以台东

三路为核心区，注重商贸、
休闲和旅游有机结合，从环
境上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
同时，把台东三路步行街进
行延伸，使这条商业步行街
达到1公里。走进台东步行
街，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沿
街17幢居民楼的6万多平米
彩绘，添加了许多奥运元
素，并且突出了青岛的“海”
味，画上了很多海洋生物，
提倡海洋与人类的和谐，俨
然一座流动的民俗风情博
物馆，清丽的色彩配之以流
利的线条，附着于五颜六色
的墙壁之上，平添了缕缕温
情与浪漫。置身其中，宛如
走进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
顿生时空恍惚之感，彩绘规
模之大、艺术表现手法之多
样，更是国内外登峰之作，
此为二怪。
台东的街道布局，起初

没有规划，这里居民很容易

生病，主要原因是房屋潮湿
且通风不好，因此，早在
1890年，德国学者就提出城
市街道布局理论，并在台东
的规划建设中总体偏转45
度，呈东南、西北取向，采用
棋盘布局方式，有利于街衢
间空气流通，顺应了青岛地
区夏季刮东南风、冬季盛行
西北风的气候特点，形成一
个快速风口通道，同时采光
率大幅度提升，保证了房屋
日照充足，减少疾病的发
生，因此，当人们走在这条
街上，总是找不准东南西
北，此为第三怪。
其实，这“三怪”只是台

东商业步行街的冰山一角，
可以说，翻开青岛陈旧的历
史，商业见证了青岛百年的
沧桑与变迁。那么台东又有
哪些独特的商业文化符号
呢？请看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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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和路基督教堂。

17幢居民楼的6万多平米彩绘。

棋盘布局方式的台东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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