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颁奖仪式日前在
莫言文学艺术馆（红高粱文学基地）隆重举行。同
时，诗人林莽、高建刚、张毅的三人诗画展也在颁奖
仪式上开展，这是莫言文学艺术馆首次举办诗人诗
画展。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余名诗人和文学爱好者
参加了这次文坛盛事。

诗画同源，自古有之。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也
是艺术的天堂。在浩瀚的诗歌星空里，众多大诗人
同时也是书画大家。正如诗人林莽在画展“前言”
写道：“三个写诗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绘画的爱好，
因为对社会和文学观念的认同，作为志同道合的朋
友，一同举办一个小型的画展，一定是件有情义、

有趣味的事。一次偶然的谈起，于是就有了这次
三人合作的诗画展。美国桂冠诗人沃伦有一个著
名的说法‘诗歌就是生活’，而我们三位诗人的写
作，都是从生活感悟与体会出发的，绘画同样也是
这样。”

本次诗画展，分别展示了每位诗人的三首诗歌
代表作和多幅画作。这些作品从诗人各自的角度，
透视出他们对于诗歌和画作的理解，以及对自然、社
会和心灵不同的表达形式。

林莽青少年时期开始学习绘画，油画、水墨作品在
继承传统西方油画和中国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现当
代油画和水墨画的探索。这次展览的钢笔淡彩画就是

他在探索中，找到的一种最适合表达他边写诗边画画边
记录生活的独具风格魅力的绘画表现形式。

青岛诗人高建刚的版画具有显著的个人风格，木
版画的黑白色调和线条对比运用到了极致。绘画形
象地选择融合了诗歌意象的表达，使得画面整体呈现
出诗的意境。强调绘画意象的诗性、艺术性和思想性
的整体呈现。

现居青岛的张毅对故乡高密怀有深厚感情。他
的水彩画表现的多是故乡的马、船以及城市街景，意
境深邃、用笔简洁、画面干净，是对自己现实生活的一
种诗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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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威廉船长别墅吗？
青岛往事“上新”

王开生新作《青岛海岸线上的历史坐标——老别墅的故事》出版

莫言艺术馆诗画展展青岛诗人作品

如何认识青岛的老别墅？比打卡留影更好
的方式，是打开建筑故事重温青岛往事。近日，
市南区政协主编，青岛作家王开生撰写的新著
《青岛海岸线上的历史坐标——老别墅的故事》
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本书汇集了市南区海岸线
上的55座经典历史文化建筑，讲述了建筑的前世
今生和背后发生的故事。

“书中有多座别墅的故事是首次披露。”王开
生表示，即使是别人写过的老别墅，他也补充了
新内容，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表述。沿着青岛海岸
线遇见老别墅，阅读《老别墅的故事》，读到历史
的风云变幻。

岳阳路岳阳路1010号号，，威廉船长别墅威廉船长别墅。。王开生提图王开生提图。。

《《青岛海岸线上的历史青岛海岸线上的历史
坐标坐标———老别墅的故事—老别墅的故事》》由由
青岛出版社出版青岛出版社出版。。

2020世纪世纪 3030年代后期年代后期，，威廉威廉
船长别墅女主人和她的侄女船长别墅女主人和她的侄女。。 2020世纪世纪3030年代年代，，别墅内景别墅内景。。 王开生提图王开生提图。。

建筑有故事 镌刻青岛城市历史

20 世纪 20 年代末，伴随着城市人口的
快速增加，青岛城区土地资源紧张。在业已
成熟的老城区与太平角之间，一片尚未开发
的海岸陆地以“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
的名义，被纳入新一轮城市扩张的规划之
中，随之进入竞拍程序，掀起一波营造高
峰。与此同时，大鲍岛与小鲍岛街区之间，
亦形成了一个栖息于山谷坡地中的民居群
落，并在其后获得快速发展。几十年以后，
前者“八大关”之名闻名遐迩，后者则以广为
人知的“波螺油子”这一地标符号，深刻植入
群体记忆之中。

作为一名长期负责八大关和太平角文旅
工作的写作者，王开生持续关注的焦点恰恰
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城市更新过程中
的来龙去脉与起承转合，使得这部《青岛海岸
线上的历史坐标——老别墅的故事》无形中
成为青岛第一次东扩的详细文字资料。这些
丰富的叙事集合起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人与
事，将青岛湾、汇泉湾、太平湾、浮山湾的种种
历史过往放置在百年后的海风之下，每一处
细节纤毫毕现。

在资本的持续推动下，创造力一旦遇到合
适的土壤，其孕育出的风景便俯拾皆是。在本
书中，人们可以清晰捕捉到刘耀宸、王屏藩、苏

夏轩、张新斋、唐霭如、徐垚、张少闻、刘铨
法、王节尧、王枚生、张景文、陈瑞庭、黄

佳模、郭鸿文、赵诗麟、陈其信、朱良佐这些年轻
中国建筑师的身影。而诸如拉夫林且夫、尤力
甫、帕士阔夫、尤霍茨基、白纳德、毕娄哈、哈林
斯这些外国建筑师的设计作品，亦成为荣成路
东特别规定建筑地区域锦上添花的建筑样本。

《青岛海岸线上的历史坐标——老别墅的
故事》是市南区政协人文历史研究会推出的

“市南人文历史资料丛书”系列之一。近年来，
青岛市城市更新中不乏对历史的复原与活化，
以该书为代表的市南政协原创文史研究系列
书籍，正是对延续城市历史、传承城市文脉、赋
能城市更新的助力。

尊重过往史实 丰富老别墅故事

在《青岛海岸线上的历史坐标——老别墅
的故事》中，王开生对20世纪30年代匆匆来去
青岛的从政者的叙述占了较大篇幅。这也体
现出八大关和太平角地区与近代中国风云变
幻的时局的紧密联系。本书尊重过往史实，连
贯脉络线索，具有直观的传递性。

一代一代人通过发现、再现与还原，将城
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起伏跌宕、开放与活力、
探索与突破，一点一点地保存在记忆的磁盘
上，为我们今天的探究与拓展提供了细节丰
富、脉络清晰的样本。经过反复考证，王开生

在新作中为青岛老别墅的故事集增加了新内
容。比如被王开生称作“一座养在深闺久无人
识的建筑瑰宝”的威廉船长别墅，曾见证时代
变换中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这座岳阳路10号
别墅建成于 1936 年，建筑设社师为俄国人尤
力甫，原业主为英国船长兼皇家海军预备军威
廉·弗雷特威尔。“威廉的妻子芙罗拉是新西兰
人，她将此别墅命名为‘奥特亚罗瓦’，意为‘绵
绵白云之乡’。”在王开生的叙述中，威廉船长
一家长期居住在上海，在青岛建造一座别墅，
初衷是退休后和家人、朋友来此居住，度假。
从留存的资料照片中，可以窥见别墅的室内装
饰中西合璧。“不幸的是，1937年9月威廉船长
在上海患病去世，他的妻子芙罗拉带着儿子维
克托来青暂居。”1942 年 10 月，该别墅被驻青
日军侵占，成为日军兵营。抗战胜利后，维克
托移居香港地区，芙罗拉选择重新搬回别墅居
住。1951年3月芙罗拉去世，后被安葬于青岛
万国公墓。

此外，湛山三路 5 号甲别墅、太平角二路
1 号别墅，还各自拥有关于张闻天、贺子珍的
故事。这些藏在老建筑里的青岛往事，都是
王开生从浩若烟海的历史尘埃里，从零散并
凌乱的时间碎片寻找并发现线索，然后书写
并集结成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
对城市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