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假期结束，春节档的热
度不减，《流浪地球 2》与《满江
红》的票房仍然交替上升。“《流
浪地球 2》—科幻—青岛”的三
连递进，也让青岛作为两部《流
浪地球》的拍摄地深度切入到了
科幻话题中。

实际上，青岛与现代科幻电
影、科幻经典小说的渊源可以追
溯到更早：1982 年，史诗级科幻
大片《银翼杀手》里哈里森·福特
扮演了一个专门刺杀复制人的
精英警察，在细雨中他一脸失意
走到红色蓬伞下点餐，“要点什
么？”“青岛啤酒。”那个独眼女摊
主递过来一瓶透明的、明代瓜棱
瓶样式的“青啤”，哈里森仔细地
用油纸包好。

另一部里程碑式科幻小说
《神经漫游者》（1984 年出版）
中，青岛啤酒的广告第一章就出
现在男主角凯斯的旅馆里，营造
未来世界的拼贴感。《神经漫游
者》不仅提出了“赛博朋克”的概
念，更构建了《黑客帝国》的核心
框架。未来的影迷如果有心，会
从《流浪地球 2》里考据出青岛
流亭机场、胶州湾跨海大桥和西
海美术馆的痕迹，续写青岛与科
幻之间的传奇。

多年来，国产电影界持续关
注如何用工整而专业的方式来
做电影，获得好莱坞式盈利：这
种盈利不是《你好，李焕英》这种
突然爆发、出人意料的爆红，而
是可以预期、可以持续的盈利，
而且是可以在下一部电影里复
制的模式，为此需要把每个剧情
高潮都设计在影片某一分钟。
张艺谋导演近年来对商业类型
片的把握越来越精准，《满江红》
从演员配置到剧本打磨都体现
了对市场的全面洞悉。尽管有
各种争议，《满江红》仍然成为张
艺谋首部破 30 亿元票房的电
影。《满江红》回归了 2019 年之
前商业片探索的路线，《流浪地
球 2》则把新生代电影人对电影
工业化、电影特效的探索做到了
新的高度，两部影片合力打造了
一个可圈可点的春节档。

春节期间的网剧也出现了
国民级爆款《狂飙》。警匪剧本
属于非常克制的题材，导演把该
剧的结局定义为“惨胜”，做出了
不一样的“爽剧”：观众不为简单
的正邪交锋叫好，而是为演技叫
好、为质感叫好。剧中张颂文、
张译接力出彩，两人缘分如此深
厚、关系纠缠如此漫长，关山夺
路、进退不得之后的破界才是一
部剧的真味。马因识路真疲路，
蝉到吞声尚有声。

《狂飙》爆红之后，海量的短
视频二度创作成为一大景观，顺
势带动了“肠粉为什么没加酱
油”的讨论，让北方观众对南方
小吃兴趣大增。该剧拍摄地江
门之前也是《让子弹飞》《一代宗
师》的拍摄地，目视可见《狂飙》
的热度也将带动拍摄地的文旅
热度。

对于影视产业来说，这是一
个复苏和重回正轨的季节：1月
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元，《狂飙》
大结局创下了网剧有史以来的
最高收视热度，然而观察者的注
意力不能只放在大热作品上，

《狂飙》同期上映的剧版《三体》
展现了骄人的科幻水准，动画电
影《深海》的粒子水墨也非常惊
艳。众多腰部项目撑起了整个
市场，也让不同口味、不同年龄
层的观众找到了自己钟爱的作
品。我们期待在老街树影下重
新遇到剧组，在银幕上看到熟悉
的景观、建筑乃至本地演员，期
待科幻大片的片头、字幕里再次
看到“青岛出品”的标识。

青岛时尚文化根脉的缘起

有人说，老街里是老青岛留下的摩
登旧影。如果青岛的新区是世界的，那
么以老街里为根基的老城区，就是最青
岛、最本土的地界。这正如每一座城市，
总要有这样一个游离于浮躁之外的主流
道路。在滴水穿石的时间面前，它倔强
地保持最执拗的姿态。

本地人管妇女儿童商店叫“老婆孩
子商店”，青岛摩登暗语的一种。它的

“芳邻”是盛锡福帽店，据说开国大典上，
领导人所佩戴的帽子就是这里生产的。
北京的盛锡福，是青岛的分号。

第一百货商店侧面有个极窄的旋转
楼梯，不少皮孩子在那里玩过抓特务的
游戏。与楼梯这侧一路之隔的是青岛饭
店，一群群的人在那里排队买青岛大包，
然后站在路边吃。有人边吃包子，边从
饭店的窗外往里面张望——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能在饭店吃小炒、喝啤酒的，如
同于当下在米其林餐厅享受吧。卖包子
的地方在 1993 年成为青岛第一家肯德
基餐厅，那热闹的场面可以用时下的春
运脑补。

工艺美术商店四楼当年有不少洋
气、个性的精品。东西有品质，价格自然
也高端。民众物质消费水准差异不大的
年代，能在这里购物，算是相当有实力
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开始流行

24K黄金首饰的时候，所有的金饰一
上柜马上售罄，挑款式是不可

能了，能抢上便是王道。
与 中 山 路 有 点

距离的老文物商
店 在 平 度 路

上 ，能 在 上
世 纪 九 十

年代之前“捡漏”的人，到现在都有着“马
未都”式的得瑟。彼时，文物商店的东西
多从民间征集，珍品不在少数。如何珍
贵？2011 年，青岛文物商店 322 件三级
以上的库房文物，在警车开道、防弹车护
送下，正式成为市博物馆的永久收藏。
此为佐证之一。

海泊路的震泰服装店门口，每年总
会有一段时间，马路上搭起临时的棚子，
用来销售出口转内销的物件。出口的小
红三尖头皮鞋、绣花的真丝粉红睡衣、精
美的钩花桌布、沉甸甸的皮草大衣……
放到现在依旧称得上时尚。

嘴馋的人不能忘却青岛食品店，
“馋猫们”得攀爬大约十阶楼梯，才能触
摸到美食的快活林。彼时，食品店的点
心、糖果、干货并不是寻常物资，想来，
那长长的台阶，是给某些人折返回来的
一个缓冲。美食的诱惑，终要向钱包的
羞涩投降。

那物资匮乏时代的喜悦，那种懵懂
中对所谓时尚的启蒙，那种拥有人生第
一件宝贝的幸福感，那种与恋人拥挤在
人流中第一次牵手的心动，那种与父母
吃青岛大包时被赋予了极大乐趣的童年
记忆，至今依旧撞击着无数青岛人心底
最本真、最柔软的地方。

老青岛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头戴盛
锡福，脚踏新盛泰，手戴亨得利，吃饭劈
柴院，有病宏仁堂，听戏上华乐。”短短几
句，包含了老街里的六家老字号。1930
年代的青岛，老街里商圈商业门类涉及
绸布、洋服、百货、烟草、电器、木材、染
料、土产、金银器、药品、照相、银行、理发
等近30个行业，几乎无所不包。

彼时的老街里，不仅是青岛流行元
素的策源地和发布地，也是全国有名的
商业街。从任何一条平常的街路纵深下
去，都会有你熟悉热爱的商店，亲切蓬勃
地豁然在眼前展开。这些商店对于青岛
女孩就像是一个魔法盒，打开它，拥有
它，便是那条街最靓的“嫚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街里的繁华
达到顶峰。上街里曾是每个青岛人的保
留节目，是青岛人的精神家园，青岛人摩
登意识的入门之处。那时候，青岛人无
论何种身份地位，都会定期来老街里，如
同上海人逛南京路，北京人逛王府井，其
目的已不在消费而更在一种精神归望，
充溢着一种类似朝圣般的归属感。

繁华之源点亮新“青岛
文化”品牌

把背景拉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
岛迎来第一次移民潮。青岛的民居，除
了精英所居住的小洋楼和底层百姓群

居的大杂院，亟待推出中庸的契合中产
阶级日常生息的建筑。于是，介于小洋
楼与大院气质的里院，踏实地蕴藉并延
续着城市原味的地气，成为青岛老城区
的主流街景。里院作为青岛的建筑方
言，融会贯通着精彩的城市文脉与精准
的时代印迹，与北京的四合院和上海
的石库门一样，是中国建筑的一种魅力
表情。

今年“逛街里”节举办期间，一场以
“烟火记忆”和“家园重生”为主题的逛街
里·百年里院人文艺术展，唤醒了太多老
青岛人浓浓的记忆和情感。近年来，市
南区深入挖掘西部老城区历史文化积
淀，对老建筑进行盘活、更新和改造。自
2019 年，百年里院正式开始实施城市升
级的功能改造和大力进行新业态植入。

新开街的“三江里”老里院，时尚潮
流与市井烟火碰撞出崭新的文化氤氲。
这其中，里院书房尤其“吸睛”。里院书
房负责人孟繁荣，同时也是小红楼美术
馆和小岛日记的创始人，他表示，小红楼
美术馆以文化特色深耕老街里而尝到了

“甜头”，这次将里院书房开在青岛知名
的老里院“三江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有文艺情调的“光阴故事”。

这个书房以老里院画册、老西镇、老
街道等为特色，免费阅读结合网红饮品、
里院大碗茶、民国风快拍照相，准备打造
黄岛路里院片区“精致书房”第一网红
店。“今年，书房还准备请文史专家开设
讲座，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
化，让这里成为讲述青岛故事的斑斓窗
口。”孟繁荣表示，今明两年他们还准备
在老街里布局五家与文化休闲有关的直
营店铺，分别涉及书店、绘画、文创等文
化类业态。“虽然曾受疫情影响，但位于
老街里的小红楼美术馆和小岛日记依旧
取得了不错的经营业绩，所以我们带着
感恩的心态继续助力老城发展。”孟繁荣
对老街里的前景非常看好。

赞一文化机构负责人邢彭昌对老街
里的蓬勃，同样拥有自信感满格的畅想：

“很多青岛人是有老街里情怀的。老街
里‘归来’是大家的美好期待，也是青岛
大文化概念的选择与必然。”邢彭昌表
示，他目前经营的油画博物馆位于市南
区东部，如果有合适机会，准备在老街里
再开设一处水彩博物馆，让市民和游客
感受青岛“水彩之都”的艺术魅力。“老城
区最核心的就是艺术气质，现在这里是
城市文化旅游的中心，就应该集聚博物
馆、美术馆、书店、咖啡馆等文化类场
所。”邢彭昌认为，开一个新的博物馆短
期内是不赚钱的，但把文化做起来，人自
然就会集聚。

中山路曾是青岛老字号最集中的
商业街，1994 年在中山路 74 号开设的

凯菲冰激凌专卖店，成为很多青岛人甜
美的记忆。青岛凯菲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董兆昆表示，作为本土的食品品
牌，凯菲此前曾推出过五月的风、栈桥、
天主教堂、大学路网红墙、奥帆中心等
青岛地标文创雪糕，受到游客的追捧。
今年他们想继续用“地标雪糕”一景一
韵讲好老街里、大鲍岛和老里院的故
事，丰富游客对青岛景点的感官印象和
合影拍照的新视角。

对老街里怀有特殊执念的还有影视
人。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常务副总裁李
锋表示，青岛市尤其是以老街里为代表
的老城区一带，作为特色建筑、保护建筑
最多的区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丰富的青岛故事，可谓是文艺与市井
完美结合的“天然影棚”，非常适合剧组
取景。下一步，他们将在打造“青岛摄
制”文化品牌的同时，深耕“老街
里”的拍摄取景地元素，提升

“青岛出品”和中国北方影视
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力、传
播力。

复苏的季节
□米荆玉

记者手记
曾经，老街里作为青岛最火的商圈，其商

居功能已经被分散到城市各处。时光向前，当下
老街里的鲜明标签除了街景的独树一帜，其灵魂所
在正是老城的“文化自信”。这里作为青岛文化旅游
的闪光点，其出圈破阵的最大魅力莫过于“像风一样自
由”的文艺感召力。如同珠玉在前的成都宽窄巷子、丽
江古城等，市民和游客更多被青岛本土特色的风情、风
物和风景所吸引。老街里以文化内涵为底色的休闲逸
致、文艺清新，成为流量与留量最忠诚的双向奔赴。在
这个奔跑的过程中，突破青岛本土文化表现力相对薄弱
的瓶颈，需要静下心来沉淀一下，做青岛自己的文创和
品类才更符合老城区复兴的理念。我们需要下大气
力挖掘和培育符合本土文化特点的餐饮、住宿、杂
货、甜品、饮品、书店、展览等不同行业、不同品类的
文创产品。这同时需要一群有想法、有能力的创
业人才，手上有现成的产品、有成熟的架

构，经过市场认可的模式，集聚在一
起，把老街里“炒热”。

一眼百年，繁
华始于斯。老街
里，精神意义与物
质价值并存。只
要是青岛原住民，
便会有老街里情
结。与老街里有
关的那些琐碎而
平淡的快乐，清晰
地勾勒出了几代
青岛人的幸福指
数与摩登指向。
老街里所涵盖的
也不仅仅是一个
商圈的概念，而是
浓缩见证了青岛
跌宕起伏的都会
传奇。

春 节 期 间 ，
2023 青岛·市南
首届新春“逛街
里”节盛大启幕。
老街里过往的繁
花，在当下文艺范
儿的里院文化、民
俗市集和音乐盛
宴中复活和重生
为当下的繁华。
不久前，市南区委
书记王锋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市南
区计划新引入商
文旅项目 50 个，
同时加速历史城
区的文化挖掘，推
出“阅城”计划，实
现历史可阅读、街
区可阅读；提升街
区美化亮化，把中
山路建成国内首
个历史街区“元宇
宙”，让历史城区
在传承好城市根
脉的基础上，真正
成为美轮美奂的

“不夜城”“活力
城”。

让老城区传承好城市根脉，成为美轮
美奂的“不夜城”“活力城”——

让历史的繁花
重生为当下繁华

老街里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更多节庆元素让老街里活力焕发。

■老街里人流如织。

■多元的业态和场景充实了市民游客的新春游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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