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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忱

与青岛地名紧密联系的是胶州湾，
特别在青岛城市形成前后，胶州湾几乎
是今青岛的代名词，二者不可分割。由
胶州湾而胶澳再而青岛，折射出青岛形
成史的复杂与曲折。胶州湾虽不是正
式的行政地名，但它在胶澳（青岛）建置
过程中，在中外交集的政治、经济、外
交、学术活动中，实际上起着行政地名
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自然地理地名。

据文献记载，胶州湾最早称少海。
少海一名最早见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
时期《韩非子》的记载：“齐景公与晏子
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

‘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少海乃“少昊
之海”，少昊为东夷族始祖，今青岛地区
为少昊族所辖。

传说，春秋时期越国谋臣范蠡曾游
历胶州湾。《史记》曾记载，范蠡与私徒
乘舟“浮海出齐”，且更名为“鸱夷子
皮”。而《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西
施“随鸱夷以终”。清乾隆年间，胶州知
府周于智描述“胶州新八景”之“少海连
樯”时，有序云：“自塔埠头至淮子口，名

‘少海’，商船停泊处也。西为七崖百余
丈，拒潮且便登舟，旁列廛居……每秋
冬之交，估客骈集，千樯林立，与潮波上
下，时而风正帆悬，中流萧鼓，转瞬在隐
约间；又令人想蜃楼海市，咫尺云烟
矣。”可见当时少海塔埠头港的繁盛景
象，也说明康乾年间，胶州湾仍称少海。

胶州湾在古代方志中还被称为守
风湾、太平湾。1591年版《胶州志》中，
胶州湾被标注为“守风湾”。1863年英
国人绘制《胶州湾图》，1867 年法国人
依据英文版绘制出法文版《胶州湾图》，
胶州湾作为外国语名称开始出现。青
岛市地名志 22 胶州湾被译为汉语后，

渐渐取代少海、守风湾等古称，成为定
名。少海改称胶州湾，与胶州有关。胶州
位于少海之畔，历史悠久，且管辖少海，外
国人用行政地名“胶州”更名“少海”，符合
西方地名命名的惯例。

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用 4
个月时间实地考察山东半岛等地的矿
藏。李希霍芬认为，胶州湾是中国北半部
最大和最好的港口，还适宜修建一条横穿
山东半岛的铁路，而这条连接腹地交通线
的开辟，是山东煤田和铁矿的前途所在。
总之，“胶州湾将成为德国进入整个中国
市场的一扇门户”。1885年，李希霍芬在
柏林出版《中国地图册》，其中《山东东部
地图》在今青岛地区用德语标注了胶州
湾，以及浮山所、青岛口、崂山等多处地
名，但由于李希霍芬本人并未实地考察胶
州湾、青岛口，其标注位置出现较大偏差。

中国海防频频告急，胶州湾的战略地
位日益显著。《中法新约》签订后的第二
年，胶州湾成为朝野瞩目之地。1886年3

月13日，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上奏条陈，认
为应将胶州湾及时辟为海军屯埠。奏折
称：“山东之胶州湾宜及时相度为海军屯埠
也。外国屯扎水师，必不与通商之埠同在
一口，则有事封港，无所牵掣。其规择形
胜，必取外口严密，内澳深广，盖先令我之
师船屯藏安固，乃可蓄锐以击敌船，兵法所
谓立于不败者也。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
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
善埠。”此为“胶州湾”这一外语译名最早见
诸奏章公文。同年7月9日，陕西道监察御
史朱一新上呈奏折，认为胶州海口可容群
舰，上可蔽登莱，下可控江浙，应在胶州湾
修造炮台、船坞。与朱一新奏折同月，北洋
舰队顾问英国人琅威理上奏说帖，认为胶
州湾虽水深不一，但却可容泊较大水师，实
为海军之地利，应在湾内布置兵营、炮台、
鱼雷、船坞、灯塔等。此时，胶州湾之名在
朝廷文书和中外文献中已普遍使用。

节选自《青岛市地名志》
青岛市民政局 编

胶州湾地名的由来

大港火车站建成年代存疑

根据曾为官方认可并被广泛引用的
说法，现位于商河路 2 号的大港车站建
于1899年，被认为是青岛最早的车站建
筑。依据最初的规划，大港站便是最初
胶济铁路的终点，现青岛火车站的出现
是依据调整过的方案另外增加的。但其
落成年代的判断却存在着诸多疑点。权
威史料《胶澳发展备忘录》在 1900 年前
后并没有相关的记载，青岛历史研究者
王栋也曾发文质疑。在 1902—1903 年
度备忘录的全景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到，
现在大港站位置并没有任何建筑存在。
老站的建成年代一时成了难解的谜团。

老照片浮出最早的大港站

在 1904—1905 年《胶澳发展备忘
录》中曾提及“在‘大港’建造了一座车
站”，胶海关1902—1912年的《海关十年
报告》中也有“青岛有两处车站，一个总
站设在外国人居住区，另一个车站设在
海港码头附近华人居住区旁。那里有铁
路岔路直接通到码头和船坞”的记载。
这座车站是否就是现存的大港车站？备
忘录和海关报告里没有更多让研究者们
探讨与思考的证据……

经过查找与对比，笔者从自己收藏
的一张图片中找到了揭开谜团的钥匙。
这张大港全景图是在当时的第一建设局
楼上拍摄的，从港区内的浮船坞等设施
可以判断出图片的拍摄年代应该在1906
年。向现大港火车站的方向望去，可以
清晰地看到一列火车正在上下旅客，铁
路东侧两座建筑与连接的栅栏将铁路和
外部隔离开来，中式风格的小房子似乎
是个检票房，大一些的更像个候车室，栅

栏外一排人力车夫正在等待生意，不远
处一座仓库样子的建筑前堆满了木材，
铁路西侧有几座办公和住宅模样的配套
建筑，这应该就是大港站的最初形态。

地方史研究者袁宾久提供了一个很
有价值的信息，图片上的一座建筑依然
存在。位于铁路对面的这座铁路用房仍
保存较好，外墙的边角框架承重部分和
窗套均饰以灰色清水砖，白线勾缝，与百
年前比较，小房的屋顶明显整修过，老虎

窗不见了踪影，烟囱也换了位置。以这座
百年老房子为参照物，我们确定了现大港
站就建于原站房南侧不远的位置。

关于现大港站的建造记载是零星琐碎
的，在1908—1909年备忘录中，有“（未来）
港口车站的准备工作已经在1909年完成”
的记载。据德国马维立教授提供的资料，
山东铁路公司在 1910—1911 年的年度报
告中也曾提到建造了一座大港火车站。显
然，现存的大港站就是这座车站。1910年
左右应该就是它建成的年代。

百年老火车站保存至今

建成后的大港站已丝毫看不到原站房
的中式元素，这座体量适中的站房处在一
片高起的坡地边缘。简明风格的主立面采
用中轴对称的形式，三角形山墙面向东侧
的 T 形路口，显得非常醒目。车站主入口
两个粗石镶边、平行连续的拱形大门显得
稳固有力，两门之上，是一个很大的阶形山
花，上开竖窗，略带质朴的建筑面貌呈现出
德租青岛末期简约、实用的风格。大港站
整体为砖木结构，地上三层，包括阁楼，另
有地下室，建筑面积978平方米，设有站长
室、行车室、售票室、行包房等。德国学者
林德认为，这种青岛特色的风格，也是德国
建筑元素与当地气候相融合的产物。面向
铁路的西侧屋檐下，装置一座德制铸花三
面候车钟的表座。如今这座承载大港百年
钟声的珍贵文物，已被移至济南胶济铁路
博物馆保存并展出。

两年后，不远处的胶海关新址的建设
开始进行。据1913年《胶澳年鉴》记载，此
时大港附近建筑活动非常活跃，大鲍岛与
大港之间连成了一片，一个以大港为中心、
配套完善的新区逐渐形成。

此后的铁路规划者，也曾有在大港建
设中心车站的设想。1935 年 1 月，青岛工
务局完成的实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中，曾
明确“城市交通体系以大港为中心，大港车
站为总火车站，并在胶州城东平原规划综
合车站，而青岛火车站则为单纯的铁路客
运车站”。日本占领青岛时期，也曾在青
海路以北规划“青岛车站预留地”，准备在
此建设客货两用的新火车站，并于1938年
将大港调车处改建为负责货运的埠头站，
客运站已完成站房图纸。然而，这些车站
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图片由作者提供

追寻大港火车站的历史影像

伴随着胶济铁路电气化时代的到
来，曾经繁忙的青岛大港火车站早已
停止使用，如今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
视线。然而，历史研究者们对这座百
年老站的兴趣却未停止，关于车站建
成年代的讨论仍在热烈地进行着，大
家一起在探寻百年老站的前尘往事。 从胶济铁路看大港火车站方向。

早期影像记录了大港火车站的最初形态。

大港火车站建筑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