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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习尚

王统照的早期经历和青岛没
有多少交集。

1897年，王统照出生于诸城
相州镇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他
自幼聪颖好学，5岁入家塾，后进
入县城高小学习新课程；16岁进
入济南的山左公学(次年改称山
东省立第一中学)，在此期间，他
开始文学创作。

王统照21岁考入北京中国大
学（孙中山创办，1913年开学，1949
年停办）英国文学系。在北京读书
期间，他投身新文学创作，和郭绍
虞、郑振铎等12人发起了“文学研
究会”，并曾主编《晨报》的《文学旬
刊》。1922年7月王统照毕业后留在
中国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王统照
出版了长篇小说《一叶》《黄昏》，短
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霜痕》，诗文
集《童心》等。

王统照是家中独子，他7岁时
父亲去世，之后的生活与学业几
乎全靠母亲支撑。1926年春天母
亲病重，王统照返回诸城悉心照
料，至7月，母亲的病一直未见好
转。病榻前，母亲表达了希望他回
乡继承打理家产的意愿，王统照
也认为有必要就近照顾母亲，于
是他辞去了中国大学的教职，为
返乡做准备。

返回山东后，安家何处呢？王
统照仍要继续从事与教育和文学
相关的职业，留在诸城显然不合
适。这时，一个海滨城市浮现在他
的脑海，这就是青岛。在王统照看
来，青岛有四大优点：一是距离诸
城较近，仅100多公里，探望母亲
或是打理家中田产都很方便；二
是有胶济铁路及海港通往国内外
重要城市，文化教育很有发展潜
力；三是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
个适合生活的城市；四是妻子的
娘家在青岛有产业，搬过去也有
照应。于是，1926年下半年，王统
照托人在青岛市区观海二路19号
(后改为49号)购置了一亩多土地，
开始建房。之所以选在这里，主要
是因为地势较高、视野开阔，向西
望去，青岛市区错落的楼房和港
口进出的舰船一览无遗。

1927年3月，王统照母亲病
逝，他从北京返回诸城料理后事。
之后，青岛观海二路49号宅院的
十几间平房陆续建好，王统照携
妻子和两个儿子举家搬到青岛，

这一年正是他的而立之年。
王统照在青岛观海二路的住

宅位于观海山山腰，路面铺满黄
沙，王统照的小院就从路边向山
上延伸。从大门口爬上十几级台
阶，就到了第一层，是会客室兼书
房；再拾级而上，是三组共十四间
房屋，包括卧室、仓库、厨房等。

王统照的书房是两间打通了
的房间，面积不大，陈设简单，“一
张大写字桌，一个藤编的圆几，几
张硬木椅子而已”。书房内触目所
及都是书，几个书橱已经装不下
了，书籍只好随意堆在椅子上，或
装到地上的木箱里。书房虽然临
街，但听不到车辆的喧嚣，院子里
遍植花木，有松、柏、海棠、桃、李、
杏、梨、石榴、无花果、樱花、晚香
玉、紫藤萝、榆树等，绿树成荫、花
香扑面。王统照有时就在树荫下
摆上几把椅子，与朋友们座谈。打
开窗户，胶州湾的波涛和帆樯就
映入眼帘，令人心情舒畅。王统照
因此称自己的书房为“望海楼”。

白天，王统照在青岛铁路中

学、青岛市立中学等学校教书，晚
上和休息日就在书房伏案改稿、
写稿。1927年11月，他拿出5年前
写好初稿的长篇小说《黄昏》，在
漫长的冬夜修改。完成后寄到上
海的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4月出
版，这可算是他在“望海楼”的第
一个成果。

1927年秋冬，王统照在小院
写了六个短篇故事，又加上三篇
旧作，合编为《号声》，于1928年12
月由复旦书店出版，其中有多篇
写的是他在青岛的生活，如1927
年10月的《买木柴之一日》，生活
困顿，几乎付不起木柴钱的青岛
市民“一云”，其实就是王统照的
化身。完成于1931年的《霜痕》，
1 9 3 2年的《这时代》和《北国之
春》，1936年的《青纱帐》《春花》

《山东民间故事》等著作，主要也
是在青岛观海二路49号完成的。

小小的“望海楼”还是当时青
岛文学界人士相聚的地方。不管
是知名作家，还是文学新人，如老
舍、闻一多、朱自清、洪深、王亚
平、臧克家、吴伯箫等都是这里的
座上客，他们谈论文学创作、副刊
编辑、文集出版，上世纪30年代青
岛文学的繁荣，生动地体现在这
个小院里。

上世纪30年代中期，王统照的
三子王立诚还是孩童，他清楚地记
得老舍的一次来访。两位大作家谈
了一阵后，已是饭点，王统照请老
舍留下来吃饭。菜是从饭馆叫的，
其中有一盘冰块拌海鲜，王立诚要
吃里面的冰块，家人劝阻不住，老
舍见状，站起身来，“一只脚踏在椅

子上，摆了个骑马式，把一根筷子
高高举了起来，大喝一声：‘看！’”
王立诚被吸引，视线再回到桌面
时，那盘菜已被悄悄撤下了。

臧克家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
(1932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读书，
也是“望海楼”的常客。他曾回忆
起王统照迎接客人的场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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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的王统照留
臧克家便餐，由于两人是诸城同
乡，王统照特意端出了家乡风味
煎饼、豆腐，简单却不失温暖。

另一位山东籍作家吴伯箫在
青岛时也常来拜访王统照，他说：

“青岛观海二路你的书斋里，我们
不知道一同送走过多少度无限好
的夕阳，迎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
的万家灯火。”在这里，王统照将
新写成的《山雨》给吴伯箫看，吴
伯箫大为赞赏。

有意思的是，对臧克家和吴伯
箫，王统照都奖掖有加，曾帮他们
出版过处女作。1933年，臧克家的
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共印400
册，花费60元，有20元是王统照支
持的。臧克家曾说：“我的第一本诗
集，他是鉴定者、资助者，又做了它
的出版人。没有剑三(王统照的字)
就不大可能有这本小书问世。”《羽
书》是吴伯箫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集，他把剪贴好的旧作交给王统
照，请王统照帮忙印行。之后两人
各奔东西，吴伯箫去了延安，王统
照去了上海，两人在战火中失去联
系，吴伯箫也渐渐忘了这回事。没
想到1941年《羽书》在上海出版，吴

伯箫事后才得知，是王统照将书稿
交给巴金，并写了序，巴金将其列
入“文学丛刊”出版。

王统照与青岛观海二路49号
院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时间最
长的是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8月，
青岛危急，王统照和家人忍痛离
开，搬到上海，青岛沦陷后，观海
二路49号小院被日伪军侵占。抗战
胜利前夕，王统照一家人陆续返
回青岛，暂时租住在齐东路亲戚
的空房中。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
回到阔别8年的家中，发现已是家
徒四壁，值钱的物品，包括他最珍
爱的书籍已被抢掠一空了。

王统照在修整房舍之余，继
续投入到教育和文学工作中。新
中国成立后，他陆续担任了很多
职务，1951年当选山东省文联主
席，1952年就任山东省文化事业
管理局局长，虽然工作重心转移
到济南，但他没有离开青岛的家。

据同事回忆，上世纪50年代
初期，王统照平时仍住在青岛，只
有开会和有重要工作时赶往济
南。1957年，王统照因病去世，之
后的一段时期，青岛的家中仍留
有人看管。

2005年，观海二路49号的“王
统照故居”，被公布为青岛市文物
保护单位；2023年10月28日经修
缮保护后，以“王统照文学馆”的
崭新身份正式开放，如今馆内陈
列着王统照的生平事迹展板和复
原后的王统照当年的居住环境。

（本文作者为山东即墨人，九
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社史研究中
心研究员）

青岛观海二路49号：王统照的文学故乡

青岛市观海二路49
号，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安
静院落，现在为王统照文
学馆。从1927年起，著名
作家、诗人王统照断断续
续地在这里生活了近三
十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青岛会聚了一大批中国
文坛响当当的人物，如老
舍、沈从文、梁实秋、臧克
家等，其中只有王统照把
青岛当作自己的家。

青青岛岛市市观观海海二二路路4499号号王王统统照照故故居居

王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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