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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海一路，观海二路，依据观海山这一自然实体而
得名。青岛开埠之前，胶澳一带的丘陵山包都没有正
式的名称。观海山被当地居民称为大葫芦埠山、小北
岭山。因山上山岩青黛又称青石山。

巍峨的胶澳总督府建成之后，总督府背依的这座
秀丽的小山包第一次有了官方命名——总督府丘。德
国人看中了这小山包的地势，平整土地，植树种草，建
起了青岛历史上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在高尔夫运动
中，抛球十分重要，故而，此山又叫抛球山。

在总督府丘下，德国人修了一条半环形道路，东接
平原街（今平原路），西连崂山街（今安徽路）。这条路
不在欧人区，也不是华人区的重点道路，它是一条连接

路，连通市区的东西两侧，方便行人和车辆通行。因为
它是通向高尔夫球场的唯一道路，又紧傍总督府，德国
人决定按欧人区方式为此路命名，称瓦尔德马王子
路。不错，是“路”，不是“街”。德语中，“街”和“路”是
有区别的，宽阔的马路叫“街”，狭窄的小道叫“路”。在
德占时期的青岛城市规划建设中，叫“路”者十分罕见，
瓦尔德马王子路是其中的一条。

千万不要小瞧了瓦尔德马王子路。此路大有背
景，大有深意。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恩斯特·瓦尔德
马出生于1868年2月10日。他是德皇威廉一世的孙
子、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外孙、普鲁士腓特烈王储与英
国维多利亚公主最小的儿子、威廉二世的弟弟，身世显
赫。瓦尔德马可谓是嘴里衔着金币、头顶戴着王冠来
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与生俱来的荣华富贵，普通人奋
斗一生也未必能够得到。

瓦尔德马生得乖巧可爱。他活泼好动，开朗风趣，
真诚而富有爱心，深得长辈们疼爱。尤其是维多利亚
女王，更视这个可爱的外孙为掌上明珠。有一年，瓦尔

德马随妈妈去伦敦白金汉宫探望外婆，孩子的顽皮天性令
瓦尔德马失了分寸，他故意将一只自己豢养的宠物小鳄鱼
偷偷放在了女王的书房里，着实将英国女王吓得不轻。

1879年3月27日，瓦尔德马因感染白喉不幸去世，仅
仅活了十一岁。威廉二世痛惜他这个可爱的小弟弟，想方
设法纪念瓦尔德马王子。他将德国新下水的一艘战舰命
名为“瓦尔德马王子号”。在青岛，一条漂亮的环山路则被
冠名为瓦尔德马王子路。

1914年，日本人占领青岛。他们将瓦尔德马王子路译
为皇子小路。这是一个准确的译法。当然，彼时的日本人
不关心路名翻译的准确与否，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消除德国
人统治的痕迹，换上日本人“当家”的标志。于是，总督府
丘改名为八幡山，山下的道路也就成了八幡町。八幡神作
为日本的神祇之一，镇守国家，去灾除厄。日本人想用八
幡山护佑它面前的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希望能持续
占住青岛，武运长久。

节选自《青岛文化地图》
青岛市民政局 主编

观海一路、观海二路——城市项链①

宅在北宅

2024年4月13日 星期六 责编：郭敬宇 美编：李萍 审读：赵仿严
青岛
报10 人文青岛 周末

自 明 成 化 二 十 年
（1484年）蓝章考中进士
开始，明清两代，蓝氏一
族出了5名进士（一名武
进士），12名举人，贡生、
廪生、增生、痒生、监生、
武生等有上百人。继蓝
章、蓝田父子进士之后，
蓝润之子蓝启延于康熙
三十九年又考中进士，再
创父子进士的辉煌，成为
科举历史上的佳话，蓝启
延也成为从华阳书院走
出的最后一位进士。

刻苦读书考取进士

蓝启延（约1675年—1715年），字益元，一字延
陵，号退庵，蓝润四子。蓝润、蓝启延父子在蓝氏家
族中衰之际，再度创造父子进士佳话，重振家声，鼓
舞士气，为家族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蓝启延3岁时，其父蓝润逝世。蓝启延主要依
靠其兄嫂蓝启亮夫妻抚养成人，蓝启亮夫妻对蓝启
延悉心照料教导，疼爱胜于亲子。莱阳宋琏《荫君蓝
公启亮暨配杨孺人合传》称：“太史殁，纯元（蓝启亮）
爱弟重于爱身，嫂之视叔顾复襁褓，如父母在时。诸
所需必先叔，十五年而成实，而游庠。无所私于身与
其子，不亦人之难能哉。”张大有在《贺蓝母张太孺人
贞寿序》中也称：“而蓝氏三岁之孤，嫡字之，兄爱之，
翼而长之，嫂珍惜之。”因此，蓝启延对蓝启亮夫妇敬
重有加，侍奉蓝启亮如父。

蓝启延谨遵父兄教诲，尊长知礼，刻苦读书，清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康熙
三十九年（1700年）中庚辰科三甲第23名进士，敕授
文林郎，历任广东乳源县知县、陕西西和县知县。《即
墨县志》卷九勋绩篇记载篮启延的情况：“庚辰成进

士，初令乳源，洁己爱民，荐循良第一，以忧去，再补
西和，为陇右僻邑，好逋赋而鲜文教。延剔厘宿弊，
振兴文教。不期年，民亲爱之。值西陲用兵，调督军
饷以劳卒官。”

廉洁奉公广开文教

蓝启延从政的第一个经历，是出任位于广东的
乳源县知县，现乳源瑶族自治县隶属韶关市，位于广
东省北部。蓝启延克服南北地域和文化差异，在乳
源任上廉洁奉公爱民如子，被上级考核推荐为循吏
第一，由此可以认为蓝启延人品能力堪称超群。

康熙六十年进士，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钱陈群
为蓝启延撰写的传文也提到“启延预为设法赈济，斋
戒沐浴，徒跣祷祈，雨大沛，邑不为灾，士民德之。”在
乳源上任期间，蓝启延母亲去世，按照旧制需要“丁
忧”守孝。史料载“以母忧去，百姓号哭牵留令船者
数千人。”

蓝启延“丁忧”结束后，被吏部安排到位于甘肃
的西和县任知县。查甘肃西和县史料：“蓝启延，康
熙五十四年到任，任两年，被调往西城军前。”他在任
时，广开文教，革除弊俗，民风大变，深得百姓爱戴。

在西和县任知县期间，蓝启延还参与了康熙五十四
年到康熙末年西部战事即清朝与准噶尔部战争，最
终因征集粮饷军需劳累而亡。

蓝启延任职期间清廉至极，以至于告归无回乡
之费，死时无收殓之资。嘉兴钱陈群《西和知县蓝公
启延传》记载：“蓝启延死亡日贫无以殓，同役诸公为
之经纪丧归，出西和，百姓赴哭者相望于道。”

为达坂城留下纪念

新疆达坂城与蓝启延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
是蓝启延给新疆人民留下了这座城。当时，蓝启延
受命经理粮草之事，他上下打理，谋划周详，体恤民
众，千方百计地减轻百姓负担。蓝启延奉命筹募劳
役事宜，需要数次往来于哈密一带，为了不打扰和不
给边民增加负担，就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端，
选择了地势适中又不潮湿的地带，立椽筑篷，以当

“毡帐”，即临时办公之处。这种毡帐类似帐篷，用木
粉掺入羊和其他动物毛压缩成的板材搭建而成，既
能防潮湿又能保温。就是这些毡帐聚集处，成为达
坂城的开端。

清雍年间，顺天学政的嘉兴人钱陈群奉命赴陕
西视导教育。他周历诸府县，见到了蓝启延筑毡帐
处的快速发展，也感受到了蓝启延在当地人心中所
占据的地位。感慨之下，作《西和知县蓝公启延传》，
写道：“后哈密人咸思其德，各携家于旁，今成大镇，
土人呼为‘蓝家庄’，立祠祀之。”如今的达坂城，已是
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著述文集彰显成就

蓝氏先人流传下来的，不仅有正直、忠义的精
神，还有读书传家的祖训。蓝启延一生文学成就突
出，著有《延陵文集》。

有《咏山兰》诗云：“高轩危坐雨初晴，袖惹香风远
处生。皎皎花开浮月白，亭亭叶出傲冰清。烈门喜作
同心赋，入室堪为知已盟。聊托云山幽谷地，也标众
草得芳名。”《祁山谒武后祠》诗云：“秋风陨将星，祁山
余军垒。流马与木牛，百世艳青史。不知敬一字，圣
学成终始。侯家故琅玡，渊源近关里。”《观燕营巢》中
写道，“差池此地意频频，飞去飞来那认真。今日经营
甘碎口，他年风雨恐劳身。依稀堂上宛如旧，绕转巢
中喜又新。试听呢喃寄不尽，主人贫处话艰辛。”

蓝启延去世后，蓝氏家族由此开始式微，华阳书
院也逐渐衰落，之后百余年间虽有修葺，但终难复旧
观。如今，华阳书院虽已圮废，但由蓝章、蓝田等开
启并影响周围的诗书传家的精神，仍穿越数百年的
岁月，闪耀着儒师先贤们的智慧，浸润着这片文脉思
想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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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启延手书蓝氏族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