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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云集星光烁盛开乐坛姊妹花
王清波，85后，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从

小在里院长大，爱好收藏建筑故事。在搬离
里院的9年中，他无数次“回家”，将里院的修
缮翻新记录下来，系统地整理老街区的变
化，拍下近千张照片……2021年4月，记者
曾跟访王清波前往更新中的广兴里，时隔一
年，6月20日他再一次当起记者的“导游”。
在王清波嘴中，再多词语都难以形容对

青岛老生活的感情。阳信路南侧入口，在路
牌后面，一家早餐店映入眼帘，热气腾腾的
甜沫，香味四溢的馅饼，诉说着沿街居民油
盐酱醋、锅碗瓢盆的市井生活。
阳信路南起上海路，北到德平路。阳信

路不宽，单次只能通行一辆车，路边法国梧
桐遍布，每片树叶都长满往事。
王清波介绍，早在上世纪初，青岛阳信

路、上海路及几条邻路曾是学校集中的区
域，先后开办礼贤中学、德华学校、淑范女
校、文德女中、东文书院、尚德小学等。随着
历史演变，后来又有四中、八中、九中、十中、
十一中，上海路小学、武定路小学、临清路小
学、陵县路小学多所学校。还有多家医院齐
聚此地，因而阳信路历史文化街区被赋予了
独特深厚的文化底蕴。
记者和王清波沿着小路一路北行，来到

阳信路4号，这是座独栋别墅，爬山虎染绿了
一整面墙，窗户已经破烂甚至没有玻璃。因
为门口没有落锁，记者便走进去一探究竟，
一进门便是精致的圆形石头小拱门，砖瓦已
经破败外露，整块石头堆砌的台阶结实且具
有年代感。沿着台阶上去，地面砖缝隙中长
了很多杂草，木门开着，一进屋便闻到一股
老房的霉味，脚踩木板，发出“吱呀吱呀”的
声音。
青岛的老别墅藏着神秘的故事，也带着

一种神秘的力量，阳信路4号也是如此。青岛
老城区遍布着许多名人故居，在建筑门口一
般都会有故居主人与一些历史故事介绍，或
许是还未保护开发，或许是还未动工，在这座
别墅门口，记者并没有看到详细的文字介绍。
“相传这座别墅的设计建造者是‘栈桥

白干’的创始人，有很多设计匠心，诸如大门
入口的影壁。”王清波站在院内跟记者介绍，
根据他掌握的史料记载以及一些老辈相传，
阳信路4号别墅是著名的王宣忱、王重生、王
复生故居。王宣忱，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宗教
家、翻译家、实业家，山东昌乐人。这栋别墅
便是王宣忱1928年亲自设计建造的，仿照西
方建筑设计。王宣忱曾与德国商人在青岛创
办山东第一个长途客运公司，后又创立华北
商行、建设冷藏库，将胶济铁路沿线盛产的
鸡蛋收购加工销往美国；创办华北酒精厂，
利用胶东盛产的地瓜酿造白酒及工业、医药
用酒精，行销全国。王宣忱晚年还投身教育，
成了尚德小学（上海路小学的前身）的校长。
除了尚德小学，王宣忱还参与合办一所女子
中学——— 文德女子中学，也就是后来的青岛
八中。
别墅周围，是几间后来搭建的小屋，基

本上都挂着锁。在靠别墅最近的小屋内，记
者看到贴有封条，内容是“阳信路4至6号地
块房屋置换项目”，落款时间是2022年5月

17日。别墅墙上，爬山虎一片绿意，院内一
角，粉色绣球花开正艳，给别墅小院增添了
几分生机……
“别墅虽破败，却能想象出从屋内传来
的优美旋律。琴岛，名不虚传。”王清波介绍，
王宣忱十分注重教育，格外关注女儿王重
生、王复生的教育。在上世纪40年代，王重
生、王复生曾是享誉岛城乐坛的钢琴姊妹
花，两人都曾到美国进修音乐课程。回到青
岛以后，她们不仅在校内教课，还帮助学生
进行音乐学习，优美的琴声和歌声更是成为
音乐爱好者崇拜的偶像。王重生后来成为青
岛著名的钢琴教师，桃李满天下，现在国内
不少钢琴演奏家都是她的学生，这也给“琴
岛”增添了几分韵味。
“我想多拍几张照片，留下旧貌，更愿意
来看看更新后的别墅新容。”王清波站在这
栋饱经近百年沧桑的别墅前，感慨万分，一
座建筑的有效保护开发，无论是历史文化资
源还是旅游文化资源，都将会是一座城市的
荣光。

2 部分院落已征收老人老屋慢生活
“三阳嘛，城阳路、阳信路、济阳路，在
这上过学的老同学都知道，这条老街也有
我们很多童年回忆。”85后青年吴国臣介
绍，他在济阳路住了15年，在上海路小学
和四中读过书，后来跟随父母搬到东部生
活。如今每到假期，他会带妻子孩子回到老
城区走一走，从中山路出发沿着黄岛路再
到观象山二路，最后到阳信路片区。
“当时我放学翻墙就能回家，只需要一
分钟的路程。”吴国臣回忆，他家原来住在济
阳路21号，由于居民院相邻，他从德平路44
号翻墙便能回家，由于老楼老院设计的建筑
多，跟小伙伴们打水仗、藏猫猫都非常方便，
他经常躲回家了，同伴都没有发觉。
“从八中到德平路之间有一个大下坡，
我们常用来踢球，谁输了谁就跑下去捡球，
跑得气喘吁吁的。”吴国臣笑着说道，听闻
阳信路被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他倒是并不
意外。
曾经的“小屁孩”已经变成孩子父亲，

那些老路，那些老建筑为人们遮风挡雨，成
为一代人的记忆，承载着许多居民柴米油
盐的生活与情感，在一个小角落深处有一
方净土滋养着许多人怀旧的心。
由于是工作日上午，路边的人并不多，

沿着小路一直往北，一个红马甲映入眼帘。
走近一看，是一位中年女子站在自行车前
整理车筐内的报纸，准备进小区投送。
“我天天在这跑，不住这但是对周围线
路太熟悉了。”55岁的吴晨娣，老家在江苏徐
州，来青岛已经32年，住在德平路有20多年。
“这一片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比
以前安静，搬走了不少人。”吴晨娣告诉记者，
她每天送报，一开始会有些老人跟她打招呼
闲聊家长里短，后来熟悉的人越来越少，很多
人把房子租出去搬走了，由于周边学校较多，
所以有一部分是陪读的家庭。
“幸好不上楼入户，只是放门口报箱
里，要不然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真累啊。”
记者跟着吴晨娣在阳信路上投送了几户报
纸，吴晨娣承包了阳信路片区的济阳路、阳

留住最后的“小鲍岛”
青岛新增长山路和阳信路历史文化街区，记者走进老街倾听光阴的故事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钟迎雪

“长山路是小鲍岛地区唯一的历
史遗留了，再不保护小鲍岛就彻底消
失了！”让青岛土著王清波欣喜的是，
他的愿望将变成现实。
近日，《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2020～ 2035年）》通过住建部组
织的专家评审，规划在全市域范围新
增各类保护要素2000余项，新增阳信
路历史文化街区、长山路历史文化街区
2片历史文化街区。住建部以及专家团
队一致认为，该规划在全国范围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和示范性，并提出进一步
修改完善规划成果的意见建议。
一个个老街区，承载着几代人的

记忆，也蕴藏着无数零落在风中的故
事。阳信路和长山路，走过岁月长河，
终于登上了新生的“码头”……

记者日前登上一处居民楼，俯
瞰长山路里院建筑群。

夏季的阳信路树荫斑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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