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島的民居建築

青島建市前，青島的民居多是傳統的村落式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德
國租借時期，依據其城市規劃，分區域建設民居。在今市南區一帶建
設德式庭院建築。在同區近海一帶，建設等級較高的別墅。在市北處

(大小鮑島)等華人居住區，沿街亦建設了不少周邊式住宅。

日本第一次佔領時期，在大鮑島北側、亦建設日式風格住宅區；同時
在大鮑島南側，建設中國式的天井里院。在市北的工業區，則建設簡
易的勞工房舍。

1922年青島回歸後，根據社會各階層經濟條件和地位的不同，居住建
築主要分成了別墅、庭院、公寓、里院、棚戶等多類的民房。為提高

下層市民居住條件，當時在台西鎮也建設了10餘個平民居住區。 1930
年代，在八大關一帶，建起了濱海別墅建築群。

日本第二次佔領時期，在市内亦建有公寓和小住宅。解放初期，由於
政治經濟等限制，住宅建設發展幾近停滯。

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青島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市區改造，市内大面積
的棚戶被遷拆。1990年代至今，隨著東部大開發和北上西進的城市化
進程，市區面積在逐步擴大，新建的高層、封閉式、服務式居住區亦
漸趨普遍。為解決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問題，一些廉租房和經濟
適用房，亦相繼在城市新建區或舊城改造區慢慢建設起來。



青島帶歐陸色彩的建築在這分題下不再多談，反之，介紹會集中在其
平民百姓的居所方面。

比較可惜的，青島雖有眾多獨有的歐陸色彩建築，但大多都日久欠缺
維修，而且很多仍由多戶所雜居，管理不易完善。政府近年也開始主
動投入資金，對樓宇進行翻修改善，最小已能做到外觀算是勉強可以，
但樓内環境，情况仍是不易解決。



青島的特色民居”里院”



里院的模型，反映了
這類民居的平面布局
和居民的生活面貌。



位於市南區四方路、黄島路一帶的里院



四方路里院個案一









四方路里院個案二













北京路里院個案三







里院的入口過道及上樓的樓梯



里院院内的整體環境黄島路 - 平度路里院個案四



是次里院個案的平面位置

鄰邊其他里院















里院獨立附樓，主要安放
了樓梯及公共廁間。



一些翻新後較小型但狀況已改善的里院



一些翻新後較小型但
狀況已改善的里院



另一套位於海旁太平路的里院房子



另一套位於海旁    
太平路的里院房子



里院内部生活空間







普羅大眾的民居、民生情况

本人在中國從事城市研究超過15年，其間曾深入很多普羅百姓
的居所，進行實地考察和造訪，所見的平民起居生活現實，為
一般居住於發達地區的人，其環境之惡劣，實不易想像。

例如是一屋少則有五、六戶人家共住，甚者有至十多戶，屈居

於同一屋簷下，更遑論七十二家房客了。每人平均不足5平方
(m²)的生活空間，煮食、排水及衞生設施欠缺，儲存家居衣物用
品的空間嚴重不足，房子長期失修，公共管理全無，人人只能
採取家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其起居生活條件之差，可想而見。

以下的一些圖照，是在這次青島城市考察中所見的一些平民百
姓的居所，反映了一定數量的市民的生活寫照。這裡看到的，
以本人在國内多年所見，已算是頗好的狀況了，比這類還差勁
的民居，現時在全國仍存在不少。

對我們這些50年代香港出生的人而言，其情景也不算太陌生，
我們那個年代，其實生活環境也是大致如此，只是我們比國内
的處境較幸運，比他們先行四、五十年罷了。













普羅大眾的民居情况





一地污水垃圾及     
雜物，樓房失修， 
居住環境惡劣非常。







眾多舊樓房的現存狀態



平民百姓的日常家居



還是等待多點時間吧。十年，也許是二十年，我相信居於中
國不同城市的普羅市民，生活起居的環境還是會慢慢改善過
來的。

尤其是當現時中國小康穩定之勢持續，各地政府是有一份意
願，運用其資源去提升城市整體的起居環境，在青島這種情
况也正在浮現中。

自多年前開始，當地政府已有計劃，在若干年中作一個週期，
對殘破的樓房作翻修，費用由政府支付。雖然大部分修葺只
集中在樓房的外皮，所謂「穿衣戴帽」工程，但情况近年也
開始有點深化，樓房的公眾空間及邊旁的配套工作，也漸納
入展開。

况且，民眾的公民意識續漸加強，教育水平整體亦在提高，
政府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也不斷從衝擊中吸收和學習，這對生
活環境的改善，都是正面的因素。畢竟，香港也走了數十年
自己的路，才有今天相對井井有條的環境素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