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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鲍岛文化休
闲街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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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鲍岛文化休

闲街区。

如今，在青岛西
部老城，如雨后春笋
般接连冒芽的新业
态，正成为历史城区
复兴的“流量密码”。

随着时代发展，
历史街区建筑保护与
功能活化存在着矛
盾，城市里的不少老
建筑无法发挥原有作
用，有的面临拆旧建
新式的再生，有的则
由于带有特殊历史记
忆、具有改造的空间
而得以保留并更新。
今年，青岛开启城市
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
攻坚行动，历史城区
保护更新作为八大行
动之一，将以保护、保
留、利用、提升为主
导，持续对历史文化
街区按修旧如旧的原
则进行保护性修缮，
既保留了老建筑原始
风貌，又导入时尚活
力的新产业、新业态，
还提供了更多的创业
空间和载体，让老城
区焕发出勃勃生机。

焕活百年建筑
里院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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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稿摄影（除署名外）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文超 首席记者 孙启孟

从2019年起，市北区对其
辖区内位于西部老城区的四方
路历史文化街区展开了修复工

程。2020年5月28日，“广兴里”正式开放
纳客，老城区与新产业的碰撞就此开启。
今年 4 月 28 日，改造后的海泊路开街；10
月1日，与海泊路平行的高密路开街，20余
家新商户开门纳客。漫步在大鲍岛历史文
化休闲街区，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角或许就
可偶遇一家极具艺术感的创意店铺，它们
给这片传统里院带来的不仅是商业的回
归，还是历史与时尚的碰撞。

岚曦社是一家青岛本土主打国风系列
的摄影工作室，它所在的海泊路38号从前
是傅炳昭的产业，是一栋地上两层建筑。
新中式装修风格、复古的里院院落，以及店
内摄影用的旗袍，岚曦社与里院在某种程
度上相互成就、相互赋能。岚曦社主理人
奥斯卡告诉记者，来到大鲍岛后，感觉里院
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摄影棚，在里院取景

拍摄，非常具有复古风，“大鲍岛所具有的厚
重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属性，为这片老街区和
老建筑赋予了新生机和烟火气，而产业招商、
吸引优质项目落户，让这里不仅拥有了新品
牌，而且具备了持续‘造血’功能。我也希望
通过我们的镜头，能够让更多的人再次走进
里院、爱上里院。”

1904 年，孟氏家族来到青岛，在胶州路
与海泊路附近购买大片土地，建起传统里院
建筑群。如今的海泊路43号，前身正是孟氏
家族的“蚨”字产业，故被称之“蚨字楼”，是青
岛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庄的创建人、鲁商领
袖孟洛川宅邸的一部分。如今坐落于这里的
洛川家美术馆，正是为了纪念孟洛川而命
名。“自2020年12月入驻到去年年底，两年的
时间，我们美术馆陆陆续续做了百余场展
览。”在馆长刘海涛看来，洛川家美术馆所在
的里院仿佛是一处宝藏，这里是集合展览展
示、影视影像、艺术微喷、咖啡轻食、美术教育
为一体的小型“综合体”。百年里院的历史厚

重感和文化情怀是洛川家美术馆的宝贵财
富，吸引着青岛本土艺术家在此集结，源源不
断地向城市输出着艺术的养料。“我们希望在
老城区的老建筑里打造一个小而精的美术
馆，为大众提供一个能够呈现历史文化记录
的场所，并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岛城的艺术文
化发展。”刘海涛说。

近年来，市北区先后对四方路、馆陶路、
上海路、武定路等多个街区的历史风貌建筑
进行了保护修缮工作。为深入挖掘建筑史
料，市北区委托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片区内560多栋历史风貌建筑，开展一房一
册资料整理工作，对一期项目区域进行3D倾
斜摄影，留存了项目修缮前影像资料。保存
原始风格、留住时光印记，得到延续的不仅是
青岛文脉，美丽街区建设、老城保护更新，以
及新兴产业引入发展，也顺势得以同步推进。

据悉，目前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可主导
和利用的空间共有18里79院，后期将根据每
个单体里院建筑进行定制化的商业功能配
置，努力再现里院“串里串院”场景。记者了
解到，下一步，大鲍岛街区将以“串里”文化作
为纽带，为市民游客提供一个集文化体验和
休闲娱乐的游逛空间，将青岛的历史文脉以
更新颖的模式传承。

大鲍岛历史文化休闲街区

历史与时尚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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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阳路街区毗邻青岛站，
是青岛德占时期最早开发的
街区之一，处于中山路历史街

区范围之内。以宁阳路、寿康路交会组成
的这块区域，保留着许多青岛特色传统里
院建筑，是记录青岛特殊历史时期商埠口
岸历史与文化信息的重要样本，也是重要
的城市历史和文化遗产。自 2020 年初
起，宁阳路街区开始进行保护修缮工作，
随着老街的重生，上街里·银鱼巷也正式
开启了打造。

目前，银鱼巷结合街区和里院建筑的
区位优势、风貌特色、交通条件、建筑样式
及业态现状“量体裁衣”，成功引入南枝小
馆、LARGO、Berry Beans 咖啡、平方公园
快闪店、虎啸春国潮饮品店等品牌，实现
老建筑、老街区的出新利用，以活跃的姿
态和富有新意的风格重新走到市民和游

客的面前。
1981 年出生的韦寒夜是银鱼巷精品咖

啡店 Berry Beans 的创始人。最初他从工作
了12年的星巴克辞职后，在北京的胡同深处
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精品咖啡店，后来带着对
青岛老城区的好奇慕名而来，在银鱼巷开了
自己的另一家老街咖啡馆。“青岛的老建筑、
老街区面积和体量都比较大，如大鲍岛、银鱼
巷、劈柴院和各种博物馆、故居等。”对韦寒夜
来说，基于每座城市不同，打造的咖啡店也可
以风格迥异。

和韦寒夜类似，银鱼巷里南枝小馆的主
理人陈一达，也在银鱼巷获得了成功。“作为
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人，非常开心看到青岛
能够把老城区的这些有历史沉淀的传统建筑
保留下来，让新业态和老建筑产生不一样的
文化碰撞。”在陈一达看来，南枝小馆和这种
有文化沉淀的老建筑有着非常好的结合，可

以给客人传达不一样的感受。
在城市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

传统建筑改造必须更好展现时代风貌、回应
时代命题。从保留历史遗产到丰富基础设
施，从丰富消费场景到导入创新产业，让更多
老建筑在改造、修缮和利用中延续生命、重焕
生机，就能为城市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今年以来，市南区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在历史城区的保护
修缮中，市南区坚持严谨审慎、注重保护的理
念，确定了“更少干预+功能提升”的保护性
修缮原则。在尽可能保留老城历史文化元素
的同时提升建筑品质，使其具备面向未来生
活和工作的使用功能。

从商城变为人防停车场，中山商城“转
身”助力老城交通；从旧里院变成人才公寓，
济宁支路“四纬联动”增强人才吸引力；从消
除安全隐患到提升整体品质，劈柴院环境整
治讲述更和谐有序的老城故事……除此之
外，演奏着春日序曲的潍县路19号，完成修
缮的中山路银行群，充斥怀旧与烟火的老里
院……无一不彰显着市南区全力推进文脉传
承与创新，打造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信心。

上街里·银鱼巷

诗意与烟火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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