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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市風貌介紹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the city 
composition of Qingdao showing her rich 

heritage resources)

2012年8月，王煒文因應中國民族建築研究學會
之邀，出席他們在山東曲阜舉辦的論壇，作為其
一講者。及後順道去了青島市五天，作他的城市
考察。此簡報為他歸納多天的考察行程，所作的
一點分享。

王煒文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

Raymond Wong, City University of HK

Please refer to this link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the city of Qingda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Qingdao

青島簡介(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Qingdao)

青島位處山東省山東半島東南端，面向黃海，北臨
渤海灣，西接廣闊腹地，因地理位置優越而受到
重視。歷朝以來，均是海防和對外海上交通的一個
重要關口。

唐宋時期，這裡民船往來於沿海各口岸，國內北至
遼東半島，南至福建等地，同時亦與朝鮮、日本，
乃至東南亞、西亞等沿海地區通航，成為中國北方
最主要的貿易港口之一。明清時期，青島附近沿海
口岸眾多，民船貿易往來頻繁；各集鎮之間亦建有
道路、驛道和官馬大道相連，運送旅客和貨物。



十九世纪中後期，列强藉種種借口或手段，透過
不平等條約全面掠奪中國的土地和資源。1897年
11月14日，德國以巨野教案為借口，出兵在青島
登陸。

1898年3月6日，德國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中德
《膠澳租界條約》租借膠澳及其周邊地區99年，
定名為膠州德租借，開放為自由港，此舉成為
西方列强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開創了先例。1899年
10月12日，德皇令將在租界內新建的市區設租借地
首府，並命名為「青島（Tsingtau）」。

是年10月，中國劃界委員與德方訂立邊界合同，
青島作為一個城市正式誕生。德國人拆除原來的中
國村落，斥巨資按照其城市規劃新建了一個完全
德式風格的現代化港口城市，奠定了當今青島的
城市格局和建築風貌的基調。

膠澳租界條約主要內容：
（1）膠州灣租與德國，租期99年，租期內膠州灣完全由德國管轄；
（2）膠州灣沿岸100里內，劃為中立區，但德國軍隊有自由通行權；
（3）允許德國在山東境內修築兩條鐵路，涵蓋山東半島一帶多個主要區

域(經濰縣、臨沂、萊蕪、等地達濟南至濟南)
（4）德商享有鐵路沿線兩側30里以內的開礦權；
（5）山東境內開辦各項工程，需用外國人員、資金、器材時，德商有優

先承辦權。
自此之後，青島正式成為德國的殖民地，山東變成德國的勢力範圍。

中德《膠澳租界條約》
簽訂後的畫界地圖



膠州灣 青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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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青島市周邊地圖 Overall City Layout of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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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面向渤海的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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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區青島火車站
旁的傳統舊城區

青島市的地貌屬於沿海丘陵地帶，主要由火成岩組成，舊市内由數個80米至130米的小山崗所劃分

(觀象山、觀海山、訊號山、小魚山、青島山、太平山、架子山等)，形成了青島舊城區的城市佈局。

訊號山

小魚山

太平山

青島山



難得一見在網上找到 攝於1900年青島的照片
A view of the town centre under the German administration as seen in 1900

some old photos seeing the    
German-built architecture all over the 
town area of Qingdao (around 1900)



原膠州淘海關舊址

原德華銀行
(German-China Bank)

青島作為丘陵城市的獨特面貌與風情

Qingdao as an undulating hilly city occupied with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western architecture



從市南區火車站東望所見的訊號山(上)及小魚山。
山丘上的歐式建築，遍布山崗四周。

從訊號山下望的城市風貌，
歐陸風情極為濃郁。



從觀象山下望的市中心及邊旁區域



上圖是葡萄牙里斯本，
若不特別提出，還以
為這也是青島市呢。



青島作為海邊城市的獨特面貌與風情

Qingdao as a seaside/harbour city



青島是個沿海的山丘城市





80年代，青島市进進行一個新市發展計劃，將城市軸線東擴，
在市南區東端自海旁南北走向，形成一個縱深約2x3公里的
土地，成為行政商住新區。圖為在新市南方靠海的五四廣場之
濱海行人堤岸。帶



青島市南岸面對中國黃海，
大部分岸線均設置了方便的
行人道。面對著壯闊的黃海，
這使青島在國内成為一個甚
受歡迎的旅游城市， 也構
成了青島其一的核心經濟領
域。



青島的市民和遊客，均樂於享用青島美麗恬人的海岸景緻



青島的城市綜觀

An overview of Qingdao



作為租界前期的市中心 – 青島火車站

the original railway station that was built by the German (encircled)



在火車站附近北向，可見
較現代一面的青島市

從觀象山下望所見的青島舊城區



環繞著以山與海
為鄰的城市風貌



青島也有典型繁忙
現代城市的一面

The modern side 
of Qingdao



青島市政府大樓

The modern side of 
Qingdao –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complex and the 
Central Commercial 

District



舊城區内眾多具代表性的歷史建築

Representative historic buildings with 
distinctive German influence in Qingdao

建於20世紀初在火車站旁的一幢歐式樓房



在20世紀初的青島市

青島火車站, QD Railway Station



於1900年所見
的青島火車站

建於1898年之青島火車站

2012年所見的青島
火車站及其邊旁於
解放後加建的車站
設施





於1900年
所見的大樓

位於湖北路現用作青島公
安局的德式大樓。邊旁較
矮的為後期加建的附樓。





原德國人俱樂部 the German International Club Building



位於舊城區中山路的青島
俱樂部，原為德國人所建，
現為國際俱樂部，仍是會員
制的高級餐飲場所。

German International Club 
as seen at present

國際俱樂部的外貌
和建築小部修飾





1930年代由國民政府興建的青島市美術館

Qingdao Art Gallery built during the rule of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a in 1930







Other representing architecture with strong western style in design





德國總督府 The Government House in Qingdao

德國總督府













The German Prison (now used as a heritage hotel)
原德國監獄 (今用作酒店設施)



原膠州澳總督府

今為青島市人大常委會

及青島市政協辦公處

The original Qingdao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Complex





「八大關」區内著名的代表建築 - 花石樓
此樓原先為一位俄國商人的私宅，後賣給英國人。這裡曾
是英國駐青島總領事的官邸，20世紀40年代末，蔣介石也
曾入住。此樓的建築設計為哥德式融合俄羅斯風格，因以
不同造形的石頭築成樓體，故稱「花石樓」。

現為青島解放軍辦事處的德式大樓



舊市内眾多甚有歐陸色彩的樓房

Other western-style houses scattered within the city, 
with name or unnamed 





曾作為水師旅
店的德式建築















隱藏在市内的眾多舊樓房





充滿歐陸風情的街道景緻



隱藏在市内的眾多舊樓房

Other houses buried inside 
the city background







斜斜連綿的屋面構成的城市景貌

Reflecting the city taste from 
waves of pitched roofs









青島的教堂

Churches in Qingdao



位於浙江路的天主教堂





江蘇路基督教堂





漂亮的歐陸色彩建築細部

Beautiful architectural details

















































以下的照片所見，很難想像原來並非
來自青島。猜想那是何處呢？

(葡萄牙，里斯本)

Believe it or not, the following images 
are not from Qingdao, guess where it is? 

It is from Lisbon, Portugal 













中西色彩、新舊相融的建築

A merge of the East and West









樓宇翻修活化例案

A building 
renovation/revitalization case



位於湖南路的一幢樓房進行翻新優化工程，改建為高質辦公樓





為改善城市交通基建，青島市也於
2010年開始建設其地下鐵路系統。

Qingdao is constructing her first mass 
transit system

為改善城市交通基建，青島市也於2010年開始
建設其地下鐵路系統。圖為在青島火車站旁的

地鐵總站正在施工的工地。





對青島的一點感想

青島曾經作為德國的租借地，也曾兩度落入日本人的掌管中(一戰及侵華期間)，
一般人對德國及日本人的印象又如何？

嚴格來說，青島在德國的管冶下實質不足16年(1898 – 1914)，但在其管治期間，
德國將青島按照西方城市設計的模式，進行城市構建和發展，奠定了青島的基礎。

1914年夏，歐洲開始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日英聯軍亦正式對德國宣戰。德國
忙於歐洲戰場，無暇東顧中國的屬土。 1914年末，聯軍乘勢出兵攻佔膠州灣租
借地，其後日本通過一條名為《二十一條》之不平等條約，取代德國對膠州灣地
區的治權，進行軍事殖民統治，其勢力範圍承襲原租界條約規定的德租境域。

其後日本有數萬人移民來青島定居，並在當地投資，購地建房舍、設置工廠，其
發展導致青島開始成為中國早期重要的一個輕紡工業基地。

日本佔領和回歸民國後，仍依此基礎方向發展，使得青島帶有濃重的西洋色彩，
期間也吸引眾多的外國人到訪或投資。因而與其他同類城市相比，青島的歷史雖
短，傳統文化底蘊不深，但對西方文明和現代化有著較高的認同和實踐。

基於德國人租管時期的基礎，近代青島在20多年間基本完成了從一個普通漁村到
商貿城市的演變。伴隨青島城市發展，當時亦興建了相對完善的交通、城市配套
建設、居所建築、學校及市政設施等。因此 ，對當地一般市民而言，德治期間
德國人並没有施行過份的苛政。日本人尤其是在侵華期間，是確實的侵略者，其
間對青島的建設亦有限。所以，青島市民對德國人心底仍是有一點感激之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