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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公园、名刹、旧迹，再现太平山名称由来和往事

和青岛山一样，太平山同样历经硝
烟，而它的名字告诉我们，祈求太平，是
市民们的心愿。
以“太平”二字命名的地名，在青岛

并不少见。
太平路，青岛人非常熟悉。
1891年6月14日，青岛建置。而后，

登州总兵章高元率领军队，驻守在总兵衙门。
兵营分布在前海，炮台在山上兴建。铿锵有力
的早操声后，士兵们踏上了总兵衙门前的
驿道，这条路通往黑澜兵营。然而，1897
年，德军以登陆操练为名，强占了胶州
湾，并逼迫清政府签下了99年的租借条约。
接着，德军石砌海岸，在驿道的基础
上建了一条滨海马路，以德国皇帝名字
命名，叫凯撒·威廉皇帝街。英国人帕默
在1910年出版的《青岛》一书中这样描述
当时太平路上的景象：“由威廉皇帝大道
向东，是通往大衙门最近的道路。人们先
后经过中心旅馆和亨利王子饭店，还要
经过德华银行。在亨利王子饭店和德华
银行之间、威廉皇帝路口顶端，矗立着锥形
的叶施克纪念碑，它坐落于海岸上一块不大
的突出地面上，四周花园环绕。继续前
行，还要经过山东路矿公司、中国大庙
(天后宫)到大衙门，它也曾是德国总督
办公地，1889年亨利王子曾在此下榻。”
但是，中国人叫它前海沿儿，或南海
沿儿。
日德战争后，日本取代德国侵占青岛，改

名叫舞鹤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
后，为祈求太平，将这条见证侵略者踏
过的道路改名为太平路，太平路小学也
随之得名，沿用至今。
同时得名“太平”系列的，还有大名鼎

鼎的太平角、太平镇、太平山。
太平角，是一处风景秀丽的海岬，古
称“碌豆岛”，地质书上也叫太平岬。前面
是个海湾，自然名叫太平湾了。出太平湾
东南望，与潮连岛相邻，还有一座小岛，名
叫太平角岛。在太平角还有6条道路，太
平角一路到六路。当然，太平角的太平湾
并不是一直“太平”，因为遇到浪高风急的
季节，海水湍急。但由于这里风景宜人，所
以在1939年评出的“青岛市乡二十四景”
中，就有“太平垂钓”，一幅诗意画卷。
其实，在海泊河岸还有一个小镇，名为
太平镇，曾建有太平镇小学。
太平山的得名与祈求太平有关，成为了

“太平”系列的圆心。太平山原名“会山”，
海拔150余米，是青岛市区第一高峰。德
占时期，称其“伊尔蒂斯山”，建有炮台，
日德战争中，被德军自行炸毁，山顶夷平，
俗称平顶山。日占后改称“旭山”。中国政府
收回青岛后定名“太平山”。
太平山依山傍海，面向太平角、汇泉湾、
八大关疗养区及第一、第二、第三海水浴场
等前海旅游风景区，占地203公顷，东麓有植
物园、湛山寺、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西南
麓有中山公园，西麓有动物园。1986年在北

麓又辟建了山头公园，因为榉树较多，定名
为榉林公园。再加上后来兴建的电视塔与索
道，一组以山头园林、奇花异草、天台佛寺、
高台揽胜、炮火遗迹为主要特色的景观游览
区形成了，太平山路穿园而过……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岛，还有一处

“太平”。
多次登上过崂山仰口，几进太平

宫，聆听宫内钟声和踩踏台阶发出的水
声。那么，太平宫的名字与太平山、太平
路、太平角有关系吗？
太平宫是崂山一座著名的道教宫观，位
于仰口景区，据青岛文史专家王铎称，这里
是青岛最早使用“太平”地名的地方，“太平
宫宋朝华盖真人刘若拙的道场，后来因为建
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所以以年号为名，
取名太平兴国院，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太平宫这个名字是到了金代才改的。太
平宫作为青岛的道教宫观，历代享有盛
名。但是，它与1923年以后，在我市地名
中出现的许多‘太平’，却是两回事”。
那么，是否太平得名仅仅与祈求太

平有关呢？王铎先生还提出了另一种说
法：“这是借用了太平洋的名称。因为青岛的
南面依次是汇泉湾(又称南海)、黄海和太平
洋，所以在青岛南部海滨一线，就有了南海
路、黄海路和太平路。从地理学角度来
看，青岛的确正处于太平洋的西海岸大
陆架的边缘，它的出现和崛起与太平洋
沿岸板块的活动与挤压不无关系。”

“沿山有马路可通汽车，石壁苍苔
蒙密，杂以深黄浅紫的野卉，如山灵张
宴，铺设着一条条彩色斑斓的锦毡毯。
有时汽车过处，峭壁倒垂着一大蓬茎叶
狭长，形似菖蒲之类的草儿，伸出温柔
的手指，轻轻摩抚车顶，和车中女士道
‘日安’，而车中女士也可以自窗中伸出
手去，顺便攀摘一串丹砂似的山果，或
一枝鲜红的枫叶，带着一腔的喜悦和满
车的清香回去”，这是苏雪林笔下的太
平山。
上世纪30年代，苏雪林在青岛与丈

夫度过了一段黄金时光，离开青岛后不
久，两人分道扬镳。这里，是二人短暂却
美好的“蜜月”。在苏雪林的眼里，整个
青岛是一个世外桃源，太平山路，更能
给人以清幽寂静之趣。“走到这里便觉
得应该抖落一襟凡尘，抱着完全宁谧纯
洁的心情攀登绝顶，去与庄严雄丽的大
自然晤对”。
其实，无论从哪个方向登太平山，

都会踏入公园之中。在青岛，苏雪林“烂
熟于心”的公园就是中山公园。
进入中山公园时已是中午，雕塑正

在享受阳光，游人不多，花儿静静绽放，
枝干粗壮的青松，为路面遮挡骄阳。不
一会儿，一阵水声大作，雕塑上的喷泉
发动了。立刻有孩童拥了过去，感受水
花恩赐的凉爽。
中山公园是青岛的第一公园，也是

这座城市的第一座公园。德国借口巨野
教案，侵占青岛后，鉴于青岛的森林覆
盖面积较低，开始系统地对青岛进行植
物培育，并成立了山林局，专门负责植
树造林。据《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因
为从日本和东亚只能弄到很少堪用的
树苗，而通过海上运输损失也很大，代
价高昂”。所以，1904年德国当局对会前
村进行了强拆，在村庄和附近的太平山
上开辟苗圃，作为整个青岛地区造林的
主要育苗基地。从苗圃到植物园，这里
成了德国人眼中的山林公园，日本第一
次侵占青岛时期，山林公园被称为旭公
园。1922年，中国政府回收青岛后，改称
第一公园，并且加大改建，补植花木。
1929年5月22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
为中山公园。上世纪30年代，经过添加
亭榭，增加景点，1600余亩的中山公园
蜚声国内：“计划设备，不遗余力，前后
八九年间，顿改旧观。现在园中之花卉
布置，林木栽培，均井然有序”。
在中山公园坐太平索道，可以抵达

植物园。这里又是青岛一处幽静的园林
所在。
进入植物园，沿路而上，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那一片美丽的荷塘。凭栏观
望，荷花绽放，出淤泥而不染，令人心旷
神怡。“一种并不醉人，而闻之却令人神
清气爽的芬芳，弥漫于空气里”。
荷塘对面，一墙之隔，便是湛山寺。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继续游走在青岛的山头。
这一站，来到了青岛的太平山———
一座涵盖了公园、名刹、古木、清溪的
美丽青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
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
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
欢，今宵别梦寒……”近日多次登上太
平山，看到的皆是不同的风景。悠扬的
《送别》旋律不时响彻耳畔，这是李叔
同的名作，而他作为弘一法师曾在湛
山寺讲课。
“登太平山而小青岛”，太平山，千
百年的风华换来一方清净之地，即便
身处闹市，仍能清凉如水。本期，与半
岛全媒体记者一起，感受城市花园的
独特魅力。

中中山山公公园园旧旧照照。。（（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中中山山公公园园雕雕塑塑喷喷泉泉。。 植植物物园园里里的的岩岩石石园园。。 榉榉林林公公园园。。

湛湛山山寺寺旧旧照照。。（（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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