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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不高，公园不大，然而，这座山头公园和
山腰上的名人故居，为这座城市积淀了深厚的文
化底蕴。
围山而建的红顶中，一条道路拦腰成环，形

成了青岛马路的第三怪：绕了一圈又回来。另外
两怪是“波螺油子路”，和“马路建在房子里”。在老
城区，丘陵地貌使得房屋不得不依山势而建，自
然就形成了“奇形怪状”的房屋设计和道路网络。
绕了一圈又回来的观海二路，便是其中最奇
特的环形路。它围绕着观海山首尾连通，所以，
“马路之首3号（1号已消失）与尾75号，只有一墙
之隔”。
观海二路，和福山路一样，是一条名人故居
聚集的道路，显然，这与观海山的存在，有着密切
的关系。文人雅士好山水，建在山上，遥望山海，
城市中心，是绝佳的居住胜地，他们的到来也为
观海山增添了精神海拔。
观海山公园门口的观海二路13号甲，就有名
人曾居于此，墙上“文化名人故居”和“市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挂牌非常醒目：王献唐故居。
王献唐（1896年~1960年），知名考古学家、图

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1896年，王献唐生于
山东日照韩家村，11岁时，被父亲送到青岛礼贤
中学（今青岛九中）读书，毕业后进入德华大学预
科班学习土木工程专业。日德战争爆发，日本的
铁蹄踏入青岛，山海破碎，王献唐只得中断学业。

战争结束后，王献唐于“民(国)五(年)，复入
青岛礼贤书院文科。”以20多岁的“高龄”中学毕
业后，王献唐曾当过翻译和记者。1922年12月，中
国收回青岛的主权时，王献唐也作为中方代表之
一，参与了接收仪式，并由此走上仕途。他天资聪
慧，在父亲的影响下，利用闲暇从事学术研究，著
述《公孙龙子悬解》六卷，是他25岁时完成的第一
部专著。
1923年，他被任命为胶澳督办公署帮办秘

书，后又被安排到青岛财政局税务股当股长。正
是在这段时间，王献唐有了两个孩子，为了方便
生活，急需一处宅第安置。
“曾祖父担任股长时，在青岛有了自己的房
屋”，王献唐的曾孙王书林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
“1923年，曾祖父和同学、同乡尹莘农（著名医学家）
一起筹钱买了观海山半山坡的一块地，曾祖父学
过土木工程设计，所以在这块地上，他亲自设计、
监督，建造了一处住宅。房子建成于1924年，四间平
房，在观海二路上看是两层的房子，曾祖父与一家
老小住在上院，尹家住在下院，同走一个大门”。
王书林听祖母说，当时的房子里有柏树和藤
萝，还建了一个读书亭，供曾祖父读书会友用，墙
角上还放着从日照老家带回来的磨盘。当时一家
七口全靠王献唐一人工资，王献唐虽收入不少，
但全部用来买书、字画、文物，家用一月只有几块
钱，因此生活并不富裕。

故居旧貌还在，但已物是人非。
一年多之后，王献唐辗转到北

京、南京、济南任职，后来儿子住在
旧居内，直到上世纪50年代交公，才
搬离观海二路13号甲。
观海二路上，住着王统照等人，

时而回青的王献唐和王统照相见恨
晚，几天不见就不舒服。
王统照（1897年~1957年），字剑

三，现代作家。他不仅是中国新文学
的奠基人，更是青岛新文学的拓荒
者。1927年４月，他举家迁到青岛观海
二路49号。“他喜欢青岛淳朴的民
风，这里比较安定。他在观海二路买
地，自己出钱盖了49号这一圈房子。
那时那里住户不多，买地很便宜，他
还在后面的观海山建了一个望海
亭，能看到海，现在已经没有了，让
日本人给毁了。”青岛文史专家、青
岛大学教授刘增人告诉半岛全媒体
记者。
王统照在此居住生活了近30

年。他在这里写成了气势磅礴的巨
著《山雨》、著名散文《青岛素描》和诗
集《这时代》；接待了俞平伯、闻一多、
老舍、朱自清等知名的专家学者，以
及臧克家、王亚平等许多上门请教
的文学新秀。吴伯箫曾回忆，“观海
二路的书斋里，同你送走多少夕阳，
迎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的万家灯
光”。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读书的臧
克家也常来王宅拜访，他的第一本
诗集也由王统照筹资出版，臧克家
在回忆文章《剑三今何在》中如此描
述：“我在（国立）青岛大学读书期间，
不时到他的观海二路寓所去。大铁
门向西向，院子很小，一进大门，右
手一座小平房，两个通间，这就是会
客室。室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桌
子，几把椅子和一匣‘全唐诗’。我一
到，老工友上楼通报一声，一会儿看
到主人扶着陡直的栏杆，滑梯似的
飞跃而下。楼很小，又高高踞上，真
可成为危楼了”。
也是在这栋小楼上，王统照编

辑出版了青岛历史上第一个文学刊
物《青潮》。
“我正在靠山面海的凉台上向
四方看去。稀稀疏疏的电灯光映着
那些一堆一撮、高下错落的楼房，海
边就在我们坐的楼下。银色的波涛
有节奏似的撞着石堆作响。静静的
海面只有几只不知哪国的军舰，静
静地停泊着……”每当夜幕降临，王
统照都会遥望山海，疏解胸臆。
1956年，王统照在旧居照片上题
了这首诗：
卅载定居地，秋晖共倚栏。
双榆仍健在，大海自安澜。

风雨昔年梦，童孙此日欢。
夕阳绚金彩，天宇动奇观。
再访观海二路49号，相比较于

周围的居所，王统照故居显得有些
破旧，门口墙体斑驳，大门紧锁，通
过围墙，向高处望去，院内凌乱，不
复旧日模样。对此，青岛市原文物局
局长魏书训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
他曾带领文物局做过大量的工作，
但由于后人的原因，故居修缮工作
未能全面进行，不得不说，是件憾
事。
围着观海二路转一圈，可以看

到许多有特色的小楼，观海二路3
号，一栋单体小楼，曾经住着“岭南
才子”黄公渚。
黄公渚(1900年~1964年)，字孝

纾，书画家，收藏家。黄公渚的父亲
黄曾源两任济南知府，清正廉洁。辛
亥革命后,大批逊清遗老避居青岛，
这座城市拥进了一批官员，黄曾源
不算大官，但家境殷实。12岁的黄公
渚便随父亲寓居青岛，他们带着万
卷古籍，住进湖南路51号，取名潜志
堂。黄公渚天资聪慧，治经学，喜考
据，精训沽，善书画。后来，家里卖掉
了湖南路的房子，在观海二路3号甲
买了一栋较为局促的房子，以节省
开支，一大家子搬了进去。关于黄公
渚的文凭，目前说法不一，有的说他
仅仅是私塾文凭,有的说他毕业于德
华大学，对此，青岛大学国学研究院
院长刘怀荣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
“黄先生毕业于礼贤中学，属于中学
毕业”。1924年，青岛主权已回归两
年，24岁的黄公渚开始在圈内真正
地展露头角。这一年，他赴上海、南
浔，一直到1934年回到青岛，十年间
他的经历和作品，让人们忽略了他
的文凭之短，完全将他归为名家之
列，虽然他当时只有30多岁。
1934年，黄公渚执教于国立山东
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北上，1946年山
大复校，他又回到了青岛，任中文系
教授，自题书斋为“七十二叠山房”，
居所也成为文人画师雅集的地点，启
功、张伯驹等来青岛时，都到过山房
中朝夕切磋画艺，留下一段段佳话。
另外，篆刻家苏白的“不三不四

斋”与王统照旧居比邻，让这条山路
有了金石的风雅。
观海山畔，既有群星丽天的光

芒，也有人间烟火的气息，时光氤氲
中，文人雅士们登山观海，寻道山、
海、城的种种痕迹，层层叠叠，交织
在岁月的长河中。那些保留下来的
故居，成为与鸿儒们交互“邂逅”的
见证，历经近百年的沧桑，未曾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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