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村路上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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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李村路向西走，到中山路，
一眼就可以看到老字号药店宏仁堂。
其实，在李村路上，也曾经有一家老
字号药店：神州大药房。
神州大药房的原址是天津路4

号，后来搬迁至李村路。青岛文史学
者侯修圃先生称，神州大药房始建于
1923年，创建人为张国良。
张国良是安徽人，生于1898年。

1919年，毕业于天津军医学校，后赴
日本留学，学习制药化学专业，3年
后学成回国。他一直想开一家自己的
药店，于是，在堂叔张子青的资助下，
1923年，神州大药房正式开业，开始
规模较小，门面仅40多平方米，从业
人员5人。
一年后，张国良的弟弟张松岩

从天津军医学校医疗班毕业来到
青岛，兄弟二人合开神州诊所。而
后，他们搬至李村路与博山路口三
层大楼，一楼零售，二楼批发，三楼
接待来青的客商，实行一条龙服
务。当年，西药主要依靠从德、英、
美等国家进口，民族制药工业遭到
排挤。张国良决定改变现状，他陆
续买了压片机、滚丸机、抛光机，研
制国产药。由于张国良积极经营开
拓，较短时间里研制出的中成药和
西药品种由最初的十几种发展到
一百多种，其中“神州五积神”(驱
蛔虫 )、“神州十滴水”(治腹痛、腹
泻)、“四妙散”(治胃痛)和“赛大蒙”
(退热止痛)等影响最大，不仅在青
岛，而且在胶东半岛一带颇为畅
销。

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一段往
事，也给神州大药房打上了深深的烙
印。那时是1925年1月，王尽美受孙
中山委派，来到青岛，入住天津街59
号的连升栈，在当时的李村路神州大
药房三楼设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筹
备处，并在1月11日的《大青岛报》上
刊登《王尽美启事》：“鄙人此次来青，
因无适当住处，致与各界接洽诸多不
便，殊深抱歉。现与国民会议筹备处
商妥，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假李村
路29号神州大药房内三层楼上该会
会所招待各界。如有以国民会议事见
询者，届时驾临为盼。”
这条广告的刊登，为王尽美在青

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
件。遗憾的是，7个月后，王尽美肺病
复发，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而他在
《大青岛报》上的这则简短的广告启
事，成了一份永远的记忆。
1940年初，神州大药房扩张到

济南，先在济南二大马路、纬五路开
设神州大药房兼诊所。1945年，抗战
胜利后，张国良之子张文光、侄子张
文藻相继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和
西北医学院，到神州大药房和神州诊
所工作，青岛神州大药房和诊所的发
展达到巅峰。后来，神州大药房撤除
了客房，迁走了仓库，开办神州医院，
设内科、外科、小儿科等，还有病房。
青岛解放后，神州医院规模缩小，在
底楼占用部分门头开药房兼门诊，由
张国良坐诊。1964年，由于张国良先
生身体欠佳，药房黯然停业，医生并
入市北区医院。

2022年，青岛接收百年，一本
《接收青岛纪念写真》，用照片还原了
接收青岛的全过程。出版这本写真的
印刷社，名为光华制版社，就位于李
村路上。
掖县人班鹏志(1900年~1985年)

1913年来青岛，当时只有13岁的他，
进入《大青岛报》跟日本人当学徒学
制版。随着时间的推移，班鹏志的技
术日臻成熟，他决定在李村路上开了
一家光华制版社。凭借掌握的全套制
版技术，他收集、拍摄当时大量的照
片，印刷了《接收青岛纪念写真》，向
世人证明了他的制作水准。
图片集中的照片，除巴黎和会和

华府会议以及的历史照片，都是班鹏
志拍摄的。他将1922年中国政府从
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主权这一事件的
前后过程，拍成大量新闻纪实照片，
于1924年出版了青岛第一本摄影图
片集———《接收青岛纪念写真》，为后
世留下一份珍贵史料。这是青岛第一
部写真新闻图片集。全集内有照片
279幅，并以文字说明，创造了以照
片形式写志的先例……
半岛全媒体记者利用将近半年的

时间，走过了老街小巷，眼看着街道、建
筑一点点发生着变化，感触良多，就在
探访的过程中，初步改造结束的建筑
中，也在悄然改变。这是岁月的痕迹，更
是时光的魅力。人来人往中，建筑用安
静的身躯，迎接着市民对它的评价，有
赞叹，也有怜惜，有亲切，也有陌生。
离开大鲍岛将近20年，留在脑

海里的片段是温馨的场景，也含有无
奈的叹息。城市更新，带给老街全新
的外观，也保留着街区的旧貌。没有
了拥挤在大院里的生活用品，没有了
里院栏杆上搭满的衣物、食物，院落
终于还原了最初的样貌，也展示了设
计者的匠心。
老字号的光辉渐行渐远，留下的

仍在回味；新的商业形态也在缔造中，
潮流涌动在老街中，旧日老人聚居的
院子，迎来了年轻的面孔，也带来了城
市的活力。其实，当年的大鲍岛就是时
代潮流地，牛仔裤，大波浪，男女青年
一直是这里的主人翁，“最流行的歌曲
每天从五花八门的衣丛中钻出，女生
们挑三拣四，帅哥酷弟在此比划着吐
出了这城市最新的口头禅”，上街里成
为孩童们最盼望也是值得炫耀的事
情。只是，城市的变迁，让老街褪去了
芳华，那一代年轻人怀念的老街，被新
一代年轻人忽视，改造是老街的重生。
怀念，是一种情愫。每每探访，总

能遇到老居民，每一步改造他们都很
关注，在这里洗过澡，在那里吃过饭，
他们常常主动向来访者介绍，言语中
满是自豪；参观，来自他乡的游客。几
次探访，都遇到拖着行李箱的游客，尽
管尚未完全开放，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还是陆续进入了老街，他们一路打
卡拍照，问及感受，说这里很有情调。
不同的访者，有不同的感受，或

醇厚，或清新，我们将继续关注，记录
他们的脚步，为城市留下更多清晰的
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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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在在改改造造的的建建筑筑。。

李村路通往中山路。建筑旧日风貌仍在。 改造中的道路。

座”，1919年时，电气馆开业。20年后，在李村路
12号青岛映画剧场，也就是青岛影剧院开始
兴建。“映画”在日语中是电影的意思。
三浦聘请了日籍设计人员规划设计，1940

年5月竣工。电影院是一幢座南面北的三层建筑
物，选址非常讲究。主口设在北侧，处在非常理
想的商业腹地中心，门前道路西去达中山路和
馆陶路，东侧临聊城路，北边通过数十阶的狭窄
廊道，则直达当时已极为热闹了的市场三路和
劝业场。建筑外型模仿了轮船的塔楼，有圆形
“舷窗”。整个建筑，柱石为水磨石，外墙均用蓝
红白三色马赛克拼贴，水形图案，给人以航行的
感觉。“门前有小广场、门厅、过门厅，进门后有
回旋式半圆廊，内为观众大厅，并有楼梯直通二
楼，二楼为观众厅，三楼为放映室。整座建筑面
积为2323平方米。正前方为舞台。共有座席1051
个”。大厅内是慢坡式地形，场内音响效果好，在
台上用普通的声音讲话，楼下楼下的每个座位
都能清晰听到，得到了电影演员、导演赵丹的大
力赞誉，所以，日后，也成为话剧团最愿意演出
的剧场。因为装修十分华丽，曾被称为华北最佳
电影院。1940年5月25日，影院开幕，三浦特地从
日本请来剧团上演日本古装戏，接待在青的日
本人。除演戏外，专门放映日本电影。

名人缔造演出盛事
这里最初有员工30多人，主要演出日本

古典剧和电影。当时的日本著名影星，曾在林
则徐禁烟事件影片《百世流芳》中饰演一个小
女孩的李香兰，唱着《戒烟歌》蜚声影坛，也曾
在这里举行过一个独唱音乐会。三浦还在影

院里开办了咖啡厅和广告社。
1945年抗战胜利后，青岛映画剧场改

为庆胜剧场，1946年7月改为电化教育馆。
1946年，蒋介石来青岛时曾率领幕僚秘密
在这里观看马连良主演的京剧《十老安刘》。
1947年，这里改为青岛影剧院。
音响效果好是青岛影剧院的特色，所以，

当年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来青岛，都选择在青岛
影剧院演出。大量的表演艺术家，在这里留下
了足迹。随着时间的推进，1956年，青岛成立了
青岛市话剧团，团址在茌平路上，排演和演出
都在青岛影剧院。上百部剧目，比如《桃花扇》
《布谷鸟又叫了》《双婚记》《敢想敢干的人》等
等，几乎都在青岛影剧院首演。
1962年，上海电影演员剧团来青岛，在影
剧院演出了《上海屋檐下》和《雷雨》，当时的
团长是张瑞芳，导演是赵丹，演员有上官云
珠、王丹凤、高博、舒适、康泰、夏天等，那几
场演出在青岛堪称一大演出盛事，场场爆
满，剧场大玻璃门甚至被挤碎。
一批批新星，包括邵宏来、王英之、唐国

强，都是从这里走向了演员之路。
作为青岛第一个放映宽银幕电影的影

院，青岛影剧院一直在放映上保持着领先的
地位，改革开放后，楼上设了双人座，开办了音
乐茶座、录像厅、电子游戏室等，成为时髦的象
征。不过，青岛影剧院因为屋顶为木质结构、存
在消防隐患等原因，被依法责令停业，原先的工
作人员分流安置，此后一直闲置。2011年随着东
西快速路二期工程的进行，曾号称“华北第
一”的青岛剧院从李村路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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