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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岛是闻名中外的海滨旅游城市，蔚蓝的大海，青翠的山峦，温润宜人的海洋性气候使青岛成为
中国最具魅力的海滨城市。
同时，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青岛悠久的古代文明和“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近代城市景观，又
使其充满着迷人的文化神韵。
　　青岛的城市化进程虽仅百年，但其历史文化却源远流长。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青岛的早期居民东夷人就已在此创造了灿烂的岳石文化。
春秋至魏晋，田单火牛阵破燕于即墨古城，秦始皇东巡三次登临琅琊台，田横五百义士殉节田横海岛
，晋高僧法显取经东归登陆于崂山沿岸，北魏郑道昭书刻于天柱山峰。
唐宋以来，道教大兴，李玄哲、刘若拙、丘处机、张三丰等历代名道相继来崂山修炼，“九宫、八观
、七十二庵”使崂山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
　　近代的青岛因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天然的良港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殖民地。
自1891年城市建置到1897年德人的早期殖民开发，自1914年日本的侵占到因“青岛主权”问题所引发
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从1922年青岛回归后北洋政府的统治到国民政府的接管，从日本的
第二次侵占到美蒋势力的盘踞，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青岛又成为国内外军政要
员、商贾名流、文人墨客来往穿梭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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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岛的城市化进程虽仅百年，但其历史文化却源远流长。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青岛的早期居民东夷人就已在此创造了灿烂的岳石文化。
春秋至魏晋，田单火牛阵破燕于即墨古城，秦始皇东巡三次登临琅琊台，田横五百义士殉节田横海岛
，晋高僧法显取经东归登陆于崂山沿岸，北魏郑道昭书刻于天柱山峰。
唐宋以来，道教大兴，李玄哲、刘若拙、丘处机、张三丰等历代名道相继来崂山修炼，“九宫、八观
、七十二庵”使崂山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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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这部《青岛掌故》是作者从事专业文史研究工作二十五年来挖掘、整理青岛历史地理资料，遍访民间
风俗时写下的一些简短的手记和随笔，大约有500则。
书中记录的，主要是青岛历史上、地域上的一些地名、人物、物产和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仿佛是一
部“城市百科全书”的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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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的青岛人已经很少提起“胶澳”一词了，只在游览一些老建　筑，或翻阅一些旧书时才会偶
尔遇到它。
其实，“胶澳”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的万历年间，指的就是胶州湾。
如果我们再往前寻找，还可以追溯到设立胶西县的隋代。
因为有了“胶”这个行政区域名称，“胶州湾”的概念才会出现。
当然有的人还会认为胶州本来就是以胶河而命名的，所以“胶澳”一词的出现很可能还会早于隋代，
此说已不可考。
　　但是，后来“胶澳’一词不单纯指胶州湾，而成为一个脱离了胶州的独立的地方行政区域概念，
就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史料来看，大约是在清代。
因此，清史中的“胶澳”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专用名称，成为近代青岛地区的一个代名词。
　　在晚清朝廷奏折当中，大臣们也常常提及“胶澳”。
有时，他们还将其与胶州湾的概念混用。
但以“胶澳”特指一地方行政区域的为最多，只把“胶州湾”当成“胶澳”的俗称或专指。
如北洋大臣李鸿章就在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撰写的《筹议胶澳公函》中，一方面非常明确地使用了
“胶澳”的行政概念，另一方面也使用了“胶州湾”的具体概念。
李鸿章认为，“胶澳”口门小于威海，而不如旅顺口之紧固，水比威（海）、旅（顺）加深，守土者
宜设防”。
他还认为西方人把胶州湾比喻为“屯船第一善埠”的说法很有道理。
在李鸿章的公函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胶澳”和胶州湾两个词汇的意义和范围有所不同。
而在总兵琅威理的《布置胶澳说帖》中，不仅使用了“胶澳”一词，还与“出使大臣”许景澄一样，
将胶州湾写做“胶州澳”。
这就是说，“胶澳”一词到了清末，已经被许多人熟知，其行政区划的定义也约定俗成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岛掌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