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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馆位于海泊路35号鸿升楼
背后的泉祥茶庄，以及鸿吉里中，展览
着七大街区的规划以及里院的发端与
发展、辉煌与式微、建筑与演变、跌宕
与更替等。
大鲍岛街区，建筑有一个统一的

名称：里院。
里院，是青岛地域性传统民居的

建筑形式，既不同于北京的“四合院”，
也不像上海的“弄”，西式洋楼与中式四
合院巧妙结合，为老青岛人提供了避风
挡雨的居所，更是青岛历史的见证。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

侵占青岛，立刻着手规划青岛建设。
1898年，德国总督府在主持第一次土
地拍卖之前，对此感兴趣的德国人就
先来到青岛，寻找商机。阿尔弗莱德·
希姆森就是率先抵达青岛参与第一次
土地拍卖的一位。在上海学会了木材
交易和石材建造房屋的知识后，希姆
森来到青岛，设立了祥福洋行的分公
司，经营建筑及房屋出租的生意。他根
据大鲍岛区域的商住特点，将建筑分
为了商业和公寓两个类型。
“我买了一块方形的地，在这块地
临街的四面建造了商店和住房，并且
在中间留了一块空地，用做过道和儿
童游戏场。每一幢房子底层都有一间
商铺，商铺之上有一间居室。房子后面

的高墙将我们和邻居家的庭院隔开，
院子里有一个简易厨房，庭院末端是
一个很大的公共院子”，在回忆录里，
希姆森讲述了自己的构想。
于是，一大批青岛里院应运而生。

青岛的里院形态不一，俯视院落，会看
到“口”“日”“田”“回”“目”等字形或多
边形，上附横瓦，门窗基本都开在一
侧。这种院落通常为两到三层，大一点
的加盖到四五层。一层邻街，房屋面积
大，多用来开店铺；楼上大多是十几个
平方米的单间，用以居住，是当年典型
的“商住两用房”。每层楼的水龙头和
厕所是共享的，所以，一大早排长队上
厕所的画面是里院百姓脑海里深刻的
记忆。
青岛的里院从上世纪初开始建设

雏形，二三十年后，更多的里院出现。
根据1933年青岛市社会局统计，当时
全市的“里院”有506处，房间16701
间，住户达10669家。
查看老档案，发现青岛的里院名

称都很有讲究，里院的名字大多都有
出处，有出自《诗经》《道德经》的，有出
自《左传》的。鸿吉里，位于芝罘路、海
泊路、易州路、高密路、围合区域，当年
也隶属于孟家大院的一部分。
探访时，遇到居住了近70年的老

居民，她现在居住在双山一带，专程带

着孙子来访故居，看着二楼一侧曾经
居住的小屋焕然一新，她感慨万千。忆
当年，全家挤在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
里，邻里之间，局促却亲密。从她激动
而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留恋，也
看到了对现状的满足。
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刘千宁告诉半

岛全媒体记者，改造后的大鲍岛街区，
以和谐里院为指导，借助里院特色，还
原了里院的生活场景，重现老城区的
多重活力，街区南端以日间为主，引入
了创意销售和网红餐饮、体验互动、博
物展览等业态，营造周末慢生活的休
闲氛围；街区北端主要以夜游为主，引
入品质宴请、音乐酒吧、休闲娱乐、特
色民宿等夜购、夜食、夜体验等，与夜
经济相关的产业，满足市民游客“全
时”“全季”的休闲娱乐需求。
目前，街区已经引入了大量的

场馆和知名品牌，挖掘了品牌和街
区的深层文化联系，文商旅结合，延
续青岛文脉，创新了里院文化的演
绎路径。
有情调的小店镶嵌在具有人文底

蕴的历史建筑中，以“观、拍、赏、品、
购、游”为动线的活动，也在拥抱春天。
老街区，新活力，遍地开花的景象不仅
仅是街头的装饰，还代表着业态的多
样化。

海泊路，是较早进行改造的道路，
从前年到去年，眼看着脚手架一点点
撤去，道路两旁的建筑，露出了灿烂的
真容。洛川家美术馆，在改造之初，就
已经落脚，伴随着忙碌的工人，度过了
一段寂寞的日子。
刘海涛，洛川家美术馆的创始人，

出生在西镇的他，伴随着《上街里》的
歌谣长大，对大鲍岛有着深厚的感情。
从事摄影器材销售多年，他一直想拥
有一方天地开设摄影展。2020年，大鲍
岛街区开始改造，刘海涛看中了整修
完毕的43号蚨字楼，决定开一座美术
馆。
2020年12月26日，张岩《大鲍

岛——— 一座城市文化发祥地的影像》
开展，洛川家美术馆六个大字在前一
天出现在门口，尽管当时改造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甚至连街道入口都不
好找，这个展览还是吸引了近万名摄
影爱好者前来参观打卡。自此，一发不
可收拾，洛川家美术馆已先后举办了
40余个展览。
“洛川家”，是美术馆的新名字，也

是这片建筑的老名字。门口的挂牌揭
示了它的历史渊源，蚨字楼，是章丘孟
氏家族的“蚨”字产业，是孟家大院的
一部分。孟氏家族是名扬海右、声誉齐
鲁的豪门望族，也是富甲一方、货通中
外的伟商巨贾，素有“八大祥”的美誉；
而孟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就是孟洛川，
当时报界皆称孟洛川为“金融巨头”,
“山西康百万，山东袁子兰，两个财神
爷，抵不过一个孟洛川”。
孟洛川的商业天赋从小就显露出

来，据记载，他小时候性格顽皮，不喜
读书，常以数砖计瓦为游戏。18岁那
年，就已经开始掌管家业，在北京负责
庆祥、瑞生祥等企业的经营。最初20
余年间，生意如日中天，先后在北京大
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经营绸缎、
洋货、皮货、百货。
1904年，孟氏家族来到青岛，在

山东开拓全新的市场。胶州路与海泊
路上，一大片里院式建筑群拔地而起。
海泊路37号和海泊路35号以及位于
胶州路和芝罘路路口的瑞蚨祥旧址，
代表了大鲍岛街区早期的典型建筑布
局方式。
孟氏家族在青岛主要开设了谦祥

益、瑞蚨祥、泉祥茶庄三家商店，其中
谦祥益、瑞蚨祥是中国人最早在青
岛开办的大型商店中的两个，都是
零售兼批发。“货真价实”的声誉，让
这些老字号顾客盈门，对待不同的
顾客，有不同的策略，对待普通市
民，“童叟无欺，言不二价”，实行薄
利多销；对待达官贵人，实行上门服
务，可谓经营有方。
“蚨字楼”，是孟洛川宅邸，因此命
名洛川家，这栋建筑始建于1905年，上
世纪20年代重建，由中国建筑师张遇
平等设计，建筑面积约524平方米。
洛川家美术馆是最早进入街区改

造的商家，本着“传承城市文化·拼接
百年记忆”的理念，举办了一个又一个
展览，内容从摄影到绘画、版画，涵盖
多个艺术门类，“我们举办的比较成功
的展览是在去年6月份的西班牙国际
交流摄影展，西班牙大使和大使夫人

亲自过来参展，展期一个月，观展人数
在2万左右；去年9月份又展出了洛川
家版画季，跨3个月的时间连开了三
个版画展览，开创了青岛展览史的先
河”。
随着城市更新的进程，随着时间

的流逝，这处里院已经成为了一个集
展前、展中和展后的文化综合体，从展
前的拍摄端、艺术微喷，到展览，再到
展后的咖啡空间，自成体系，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艺术闭环体系。
踏入二楼的展览馆，73岁的老居

民又来看展览了，“我小时候家住在平
度路，离着永安大戏院很近，受此影
响，从小就喜欢艺术”，虽然退休前是
化验员，从事的工作与艺术无关，但她
还是将对艺术的热爱深藏于心底。终
于，退休后有了时间，将大部分的精力
投入到对艺术的追求中，她还会专程
到北京看展览，在半岛全媒体记者采
访时，她刚在医院看完牙，顺路来洛川
家美术馆转转。如今她住在东部，只要
有空，就会坐车来到大鲍岛，重温旧日
的时光。
海底的珊瑚，恣意绽放的花朵，在

展室内墙壁上定格。与前一段时间摄
影家任锡海先生摄影展的热闹形成鲜
明对比，静动之间，皆是美好。
刘海涛说，洛川家美术馆，以展

览传承，恪守城市记忆，吸引年轻人
关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艺术之美，
城市之美。“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很
快，驻足在一幅画前，人可以暂时安
静下来，沉浸其中，感受艺术的美
好”，他说。

里院内外的风情温度

一个绽放美的窗口阅读

里院展览馆

街区规划展览。

里院发展展示。

洛川家美术馆

展览一角（受访者提供）

布置展览（受访者提供）

赶到位于海泊路和芝罘路交叉口的里院展览馆，已近中午
时分，院落里游人不多。这里也是大鲍岛街区运营单位青岛环
海湾集团的驻地，一位意向商户前来咨询网点租赁事宜，据悉
网点租赁非常火爆，大小商户正在陆续赶来。

洛川家美术馆，春意正在绽放。
中澳四位艺术家的作品，形成“彩凝春意”的主题，在二楼

的展厅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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