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还记得，100 年前的青岛，这个中国本土文化、海上文化、殖民文化交融的城
市，是个什么样子？

这里有花园洋房，有不再教“之乎者也”的中西结合的现代学校，有像地铁一样宽
的下水道，有目光木讷的中国人……然而，这座被称为最接近辛亥进步思想的城市，
却几乎没有响应辛亥革命，甚至日后成了满清遗老旧臣两次复辟的重要基地。100 年
后，许多史学家仍试图“回到”那时候的青岛，寻找答案。

而记者，也在寻找答案的途中。

“这里刚刚下过雨嘛，空气潮湿得让人
感觉很舒服，很适合人们居住，是个不错的
城市。”2011年 9月 29日，在青岛四方路
与芝罘路交叉口，原三江会馆旧址迎来了
一位特殊客人。
这位客人是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有

意思的是，她脱口而出的这句话，竟与 99
年前她爷爷第一次看到青岛时的评价颇为
相似。
当记者跟着长相与孙中山酷似的孙穗

芳穿过广州会馆走廊时，时光倒转，仿佛穿
过了百年历史。

孙中山来到青岛

时光回到 99年前的 9月 28日。
这天早上 7点，孙中山乘坐火车通过

中国最古老的铁路线之一——— 胶济铁路，
来到当时德国占领的青岛，而他此行的目
的，也是为铁路而来。
“你袁世凯当大总统，在 10年练精兵

百万，那我就修 20万里铁路，我们配合起
来，使得中国富国强兵。”
这是一个“君子协定”。作为刚刚卸任

的民国大总统，1912年 8月 24日，孙中山
在袁世凯“共商国家大计”的邀请下抵京，
一个月后便踏上了考察国内铁路建造的行
程。青岛是他在返回上海前，考察的最后一
站。
那天，孙中山抵达青岛时，火车站围满

了前来欢迎的各界贤达和学生，连商贾都
打出了五色旗。除了英、法等国的记者进行
采访外，在火车站出口，德国总督府仪仗队
列队欢迎，甚至还有红地毯铺地。
“大总统阁下，我代表青岛的军民欢迎

您，请接受我最诚挚的问候！”
从火车站走出来，孙中山很兴奋，他没

有直接去胶澳总督府，而是执意要去三江
会馆演讲。
“我觉得孙中山很可爱，对袁世凯还抱

有幻想。袁世凯背叛了康梁，但孙中山还是
相信他。”青岛史学学者鲁海告诉记者，在
青岛的孙中山不再记得自己曾是大总统，
而是一个从政的商人。
青岛市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张树枫介

绍说，此次孙中山是以非正式的私人身份
来青岛，所以他闭口不谈政治。在青岛期
间，孙中山只是礼节性拜会了德国总督，两
人会面只用了 1刻钟，其中还包括客套和
翻译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在与德国总督会晤期间，孙中山还悄

悄拜访了一位小人物——— 德国翻译单威
廉。
“1898年 10月 12日，我们的德皇威

廉二世借用‘青岛’这个名称，命名胶澳租
借地的新市区，同时开始了统一的土地整
理、规划、拍卖。在建筑上，这里形成了一个
花园城市，我们希望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
城区。”单威廉告诉孙中山。
1年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

设立广东全省经界总局，着手土地改革，聘
请单威廉为广州市政府顾问，辅助孙科规

划土地改革，拟仿照青岛之制。
“中国人必须开放胸襟，破除夜郎自大

的心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只有把中华文
化的精髓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中国才有
希望产生质的飞跃。”在四方路上的广州会
馆，孙中山这样说道。
“青岛建设得确实不错，因此主权一定

要回归，哪怕买回来。”在南下上海后，孙中
山下定决心。
至于孙中山来青岛的真正意图，后人

始终在揣测：是考察铁路，宣誓主权？还是
为了摆脱落后，学习德国先进的城市建设
经验？鲁海说，或许三者都有吧。

“赃官巷”里的复辟阴谋

今天，在青岛市原警察局西边有一条
路，叫宁阳路，但是老青岛人不叫它宁阳
路，而叫它赃官巷。
当武昌起义的洪流席卷全国时，青岛

却迎来了一群京腔京韵的满清权贵。鲁海
说，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大批满清旧臣
和皇族逃往天津、上海和青岛租界。仅省部
级以上的满清官员就达 20多人，康有为、
徐世昌、庆亲王、恭亲王都生活在青岛。
“因为徐世昌的弟弟、山东大贪官徐世

广还有许多满清贵族都住在宁阳路，所以
青岛老百姓戏称那里是赃官巷。”鲁海说，
满清遗老遗少之所以选择居住在警察局周
围，“我觉得他们是怕遭到迫害，他们认为，
住在警察局附近会比较安全。”
纠集在青岛租界的满清旧臣并没有善

罢甘休，辛亥革命胜利后的 2年内，满清的
复辟政变出现了 2次，其中一次就是张勋
复辟。而两次复辟的重要基地都在青岛。

在满清政权被推翻后，德国总督并
没有强制中国市民剪掉辫子。“直到上世
纪 20 年代，大街上仍然可以看到留着辫
子的中国人。当时来德华大学教书的辜
鸿铭还诡辩说：‘我的辫子是在头上，你
们的辫子是在思想上，你们谁心里没有
封建思想？’”
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

究室主任金以林认为，青岛就是那么一个
矛盾的地方：这里是殖民地，在革命前不受
清政府控制，革命后又不受国民政府管辖。
因此在辛亥革命前期，这里可以是革命人
士传播革命思想、寻求庇护的场所；而在革
命胜利后，这块租界也成为满清皇族的避
难所，甚至是复辟的大本营。

辛亥前后的青岛“市井”

在辛亥革命前后，维克多·雨果曾在
《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
心”。
辛亥革命 100年后的这个夏天，北京、

武汉、长沙、成都、南京等大城市在暴雨过
后都成泽国，而青岛却安然无恙。青岛因此
被网友尊称为“中国最不会被淹的城市”。
“今年夏天，全国十几个报社的记者来

询问青岛为什么不怕淹。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当初德国人把雨水和污水分
流，它的雨水下水道，相当于现在的地铁，
四米多宽，多大的水流都能通过。马路硬化
也比较好，下雨等于洗马路，大家都高兴。”
鲁海说。
在如今的青岛高新区，一条名为公共

沟的地下管道工程耗资 100亿元，被人们
誉为看不见的“地下政绩”。
从 1898年开始，德国胶澳总督府在青

岛进行统一的土地整理、规划、拍卖。在建
筑上，多数房屋层数不得高于三层，每一幢
不得高于 18米，房子面积不得大于整个院
子面积的 20%，每条道路必须有花园，必须
有行道树。这使青岛具备了一个花园城市
的雏形。
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中西合办的德华

大学也在青岛建立。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就是举人，可以从

商，也可以为官，而且可以直接进入京师大
学堂学习，升为进士，从这里毕业的大学生
有 870多人。”张树枫对记者说。

而作为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100
年前的青岛已经出现了多份报纸。“《胶
州报》是中国人办的，《最新消息报》、《青
岛信报》是德文的。那时候《胶州报》就有
副刊，可以评论时局，具有政治色彩。”鲁
海介绍说。
就在晚清最后十年走向没落之时，青

岛已具备了近代城市的雏形，这甚至让陈
干等同盟会会员第一次看到青岛时，就感
受到了某种革命的亲切。
但这一切，仅仅只是青岛这座花园城

市的表面。
走进中山路上的中国电影院，看着 100

年前摄影机一帧一帧播放的默片，一个个
动作机械、眼神木讷或骨瘦如柴的中国人
形象便出现在眼前。在晚清最后 10年里，
这就是中国人留给世界的印象。

其实，100 年前的青岛市区只是现
在市南区西边的一小块区域，主要居住
着欧洲人，台东和台西还是中国传统的
乡镇。“在当时的青岛，第一等是外国人，
第二等是江浙商人，第三等是从北京那
边过来的‘大官’，第四等才是普通的中
国老百姓。他们大多居住在台西、台东那
片儿，那边挨着工厂和码头，出力气的都
在那边找活儿。”
鲁海说，虽然德国精心规划的青岛现

代而美丽，但那时可以享受这一切的却没
有几个中国人，甚至在租界几条主要街道
上，即使有中国人偶尔经过，也要匆匆而
行，不能在此过夜，更不能居住。
“虽然青岛的城市设施如此发达，但

是可以享受到的只有少数殖民者和江浙
商贾及买办。”张树枫说，比如下水道，栈
桥附近的下水道是雨水和污水分离的，
但是台东地区的下水道仍然合在一起。
“德国人留给我们一些当时先进的理念
和建筑，但这不是我们幻想殖民者恩荫
的理由。”
如今，青岛的街区风貌依旧，只是当初

枝头的喜鹊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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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志做大

事，不要做大官”

1912 年 9 月 28 日早 7 点，刚
刚视察完津浦铁路的孙中山，偕夫
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一行 40
多人，乘坐专列自济南至青岛，全
线视察胶济铁路。

车至高密，早已在车站等候的
高密民众欢呼迎接。孙中山下车和
高密各界代表一一握手。当地同盟
会代表、高密县农会会长、高密县
高等小学校长侯芝庭步入专列车
厢时，孙中山见了连说：“请坐！请
坐！”谈话之间，孙中山在他的一张
照片上题写“高密县同盟会留念”，
递到侯芝庭手里。侯芝庭恳请孙中
山作些指示，孙中山颇有感触地讲
了句：“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
官。”此后，这句名言广为流传，成
为许多有志之士的座右铭。

9 月 30 日，孙中山、卢慕贞由
同盟会会员徐镜心、刘冠三、陈干
等陪同，游览了崂山。孙中山在崂
顶无限感慨地说：“作为一个中国
人，我今天总算尝到作为一个自由
民的滋味了。几十年来，我长期在
国外漂泊，经常梦见祖国的河山，
醒来后总是思念不已。今天，亲眼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壮丽河山，我才
知道，它比我的梦境还要美丽得多
哩。但愿废除专制后，大家都致力
于民生建设，使人民能永享和平与
安乐。”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
后，为了永久纪念孙中山，1929 年
5 月 22 日，青岛接收专员公署把
原来的山东路改称中山路，原青岛
第一公园改称中山公园。

▲百年前和现在的青岛大鲍岛。
（资料片）

▲百年前和现在的青岛湾海滨
大道。（资料片）

青岛闹市，
一段辛亥往事悄然飘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1911 年的青岛栈桥。（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