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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地人的眼里，青岛
是“哈啤酒吃蛤蜊”的地方，在
青岛，有那么一条街，它不仅坐
落在青岛啤酒的发源地，还因
为有这座城市最具特色的啤酒
文化而闻名于世，这就是登州
路，一条因啤酒而逐渐嬗变成
一条啤酒特色街。
据地方志记载，登州路

是青岛第一条马路，迄今500
多年，明朝时为通往即墨县城
的古驿道，素有“九曲八弯”之
说，青岛建市后，又是前往台东
镇的主干道。现在的登州路，由
三条支路组成，南起大学路，北
到松山路，向东止于延安二路，
大体呈“T”字形结构，全长
5000余米。
登州路东端入口与著名

的台东步行街接壤，由东往
西进入拱形门，啤酒街大门
的造型，是由酒瓶、喷出的酒
水和酒杯组成的。路面铺设
青啤基色——— 绿色沥青；配
上老式啤酒杯、浪花、蛤蜊等
20余种抽象图案；井盖上面
可爱的卡通动物形象图案是
历届啤酒节吉祥物，展现了

啤酒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浪漫
情怀。
一眼望去，街道两旁酒

店林立，醉翁卡通、圆柱形的
储酒罐等啤酒元素随处可
见，整条街道的空气中飘荡
着啤酒麦芽的香味。脚下人
行道采用了绿、红、白等8种
颜色的马牙石路，头顶上是
宛如波涛一般的曲线街篷，
还有身旁那红砖白边尖顶
罗马柱的欧式建筑，仿佛让
人置身于异国情调之中。
啤酒街全长1200米，经

营面积4 . 5万平米，现共有
各类商户150家,2005年8月
开街，2010年被评为“中国
特色商业街”。登州路 56号
就是青岛啤酒一厂和啤酒
博物馆就坐落于此。
每到炎炎夏日，青岛人

喜欢喝散啤，所谓散啤就是
当天的鲜啤酒，口感十分凉
爽，淳香。就近喝上一杯，或
者用专用塑料袋装上拎回
家而成青岛一大独特市井
文化，然而，在啤酒街上，啤
酒的种类却多得出奇，有扎

啤、生啤、原浆、黑啤等，其
中最受消费者喜欢的要数
扎啤和原浆啤酒。
据了解，所谓扎啤和原

浆都属于一种没有经过发
酵的生啤酒，其中原浆是没
有经过过滤的一种啤酒，酒
色略混浊，营养价值极高，
口感凉爽醇绵，清香扑鼻，
街上的店家们每天把啤酒
厂刚刚出产出来的原浆啤
酒，直接通过专供管道输送
到各个店家，十分新鲜，而
令人心旷神怡。据不完全统
计，仅登州路啤酒街一天的
销量就达到上百吨，着实让
人叹为观止。
青岛人喝啤酒最喜欢

搭配的一道菜当数蛤蜊。蛤
蜊的做法也很讲究：有石煮
蛤蜊，辣炒蛤蜊，蛤蜊氽
汤……在登州路各家酒店
中，做法不下十几种，然而万
变不离其宗，品尝的是原汁
原味，突出的是鲜嫩爽口。在
林林总总诸多做法之中，无
疑，辣炒蛤蜊是最著名的一
道菜：蛤蜊须是当地最好的

红岛蛤蜊，皮薄肉嫩，鲜中带
甜，买回后吐净泥沙，下锅时
加葱姜蒜和少许辣子、料酒
猛火急炒2~3分钟后开盖即
出锅，最大保留了蛤蜊的营
养成分，且鲜香辣俱佳。
不论是啤酒还是蛤蜊，

青岛人历经百年却始终如
一，坚守那不变的味道，不管
是高朋贵客，还是好友相聚，
青岛人总是喜欢把啤酒和蛤
蜊，作为一道必选酒菜。啤酒
能够催发出一种激情与豪
气，让这座城市有了一种独
特气质，而小小的蛤蜊，却包
含青岛人对这片胶州湾绵绵
不断的绻恋之情，纵使走遍
千山万水，也仍然无法忘怀
那种独特的鲜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啤

酒街也迎来一天最火爆的生
意，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
来，沿街围坐，把酒言欢，激
情释怀，天下一家。
“啤酒流过万重山，三杯
下肚无事愁；酒伴华灯映红
脸，南北路人一家欢。”

孙鹏 刘姮

由由酒酒瓶瓶、、喷喷出出的的酒酒水水和和酒酒杯杯组组成成的的拱拱形形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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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言欢。 杨广科 摄夜色下的登州路。 杨广科 摄 飘荡着麦芽香味的登州路。 徐倩倩 摄

青岛啤酒博物馆A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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