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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建置前后的青岛，一本笔记必
不可少，那就是胡存约的《海云堂随
记》。
胡存约是谁？
根据《胶澳志·人物志·乡贤》中记
载：“胡存约，字规臣，青岛人，先世经营
商业，事母至孝。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
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
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
卿、周宝山、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德
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
乃止。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
焉。”
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很大，涵盖了
青岛发展以及德占时期的重大历史背
景。
胡存约，“商二代”，胡氏名人。
胡氏又是青岛村较早的移民。明洪
武年间，胡氏族人跟随迁移队伍来到山
东，于永乐初年，在濒临大海、碧水青山
的风水宝地（今迎宾馆一带），落脚栖
息，繁衍生息，盖起错落的村舍，并建起
家庙和祠堂，取名胡家庄。
随着胡家庄人口的繁衍，人口逐渐
迁移到在龙口路以西，大学路一带筑舍
居住，渐成小村落，称之为“下庄”，而原
村则称“上庄”。后来也就有了上青岛村
和下青岛村之称。
青岛村的胡姓后裔胡增瑞便在“行
街”上开设了一家酒作坊，名为“瑞茂烧
锅”，生产白酒。从小作坊到大作坊，胡
增瑞的生意越做越好，名气也大增。因
而，当青岛商家在天后宫碰头开会，决
定成立“公所”时，胡增瑞因为人正直，
名望较高，被推举为“会首”，也就是商

会会长。
胡存约是胡增瑞的长子，“他生性
纯笃，少年读书时，聪颖异常，应童子试
时，屡名列前茅，青年时弃读从商”。除
了关于他从商经历的介绍，他还留下了
一本《海云堂随记》，这本书是他勤于笔
耕的作品，虽然这不是一篇文学佳作，
但他记录的点滴细节成为研究清末青
岛市井面貌的重要史料，在随记幸留的
残稿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清末青岛口
的社会风貌。
根据胡存约《海云堂随记》中记载，
1896年10月，青岛口“原有商铺四十九，
今为六十一家”，“奉县谕：集捐赈饥。本
口殷实商户共集一千三百一十四两，赈
米九千一百三十斤”。1897年，“商董首事
集议本口禀县商铺数目。除新近由即
墨、平度、金口、海阳来此赁屋暂营者六
家外，计车马店、旅店七，洪炉一，成衣、
估衣、雉发三；油坊、磨坊、染坊六，杂货、
竹席、瓷器店铺五，药铺二，当铺一；织
网、麻草、油篓、木材八，肉鱼盐铺行六，
鞋帽、皮货各一，纱布绸店、广洋杂货店
三，酒馆、饭铺九，酱园、豆腐坊各一，糕
店茶食三，计六十五家。航载卸船多由
广洋、杂货、木材诸店号兼业”。
洋洋洒洒的字眼中，不难看出当时
的商业、服务业已经颇具规模。青岛市
档案局副局长杨来青在专著《图说老青
岛》（建置篇）中，分析了胡存约的随记，
他认为这几条史料的内涵很丰富，“一
是说明在德占胶州湾前，随着当地驻军
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青岛口的商
业、服务业已粗具规模，不同类型、不同
规模的店铺达到65家之多，而且店铺数

量呈逐年增加态势；二是通过捐助赈灾
粮食分析，青岛口的商铺有一定的经济
规模和势力；三是为了维持商贸秩序，
青岛口设立了商贸协会之类的民间协
调、管理组织，‘商董首事’负责召集开
会，采取‘集议’的方式，协商解决县衙
交办事务和商贸事务；四是青岛口的经
济和居民构成具有开放性，来自内陆的
即墨、平度的商家，应有从事货物海上
转口贸易的可能性”。
除了贸易，还有热闹的社会景象：
1896年，旧历新年，“庙中香火最盛，四
乡村镇民妇人等来者众多。天后宫设
台‘耍景’，或一台，间或两台，多时亦
常设于总镇衙门南侧。至三月初、渔航
各船云集口内，许愿奉戏，尝延至四月
或端午。”“新正赌风极盛，称谓‘耍
春’。口上商民玩叶戏、扑老鸡、掷升官
图、打满地锦者，比比皆是，官衙皆然，
概不加禁，称为‘公赌’。至有设场子肆
街以广招泛诱，倾家折产，富有之家，
瞬成穷棍。官不加禁，以其与共利也。”
次年的新年记述同样也很详细：“每届
新正，口上商民人等群集天后庙，焚香
祝祷，年复一年，代代如此，已成积俗。
自元旦至元宵，日日人群络绎，杂耍、
小场、大书、兆姑、梆柳、秧歌、江湖把
式无所不有……惟例须至浮山汛挂号
纳银，方得设场。”“商家最重初五日，晨
起拜财神，燃放鞭炮，谓之‘满堂红’。饮
酒煮饺子，盛于盆，称‘聚宝盆’。焚香拜
财神，并于店铺门首悬挂红彩，以志‘红
财盈门’”。
所以，看民生，当时的青岛节庆活
动丰富多彩，很是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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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图/老照片摘自《图说老青岛》（建
置篇）

一座城市的兴起，有着漫长
的过程，对于青岛市区来说，到底
有多少年？至今说法不一。如果从
1891年建置算起，已有129年的
历史。不过，天后宫内，两块立于
同治年间的石碑，“悄然”将时间
向前推动了100多年。1865年的
同治四年碑上，“窃闻青岛开创以
来，百有余年矣”的字眼，被视为
有力的证据。回溯青岛城市发展
规划史，我们专访了青岛文史专
家，并再次穿越时光，试图站到青
岛建置前后城市的原点，找寻青
岛城市发展最初的航向。

上青岛村旧貌。 建置后，清军炮营旧影。 青岛港口船只。

下青岛村旧貌。


	A2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