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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出租车啥样，第一辆出租汽车是谁开的，啥时候有了“摩的”……

这些事，咱烟台的老杨“门儿清”
文/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徐伟 片/本报记者 赵金阳

出租车改色方案公布后，勾起了市民对出租车的关注。上红下银的出租车以前是啥
样的？颜色、样式又如何？烟台公交集团出租汽车公司的杨永传收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记录了市区出租车发展的前前后后。

1956年成立三轮车合作社，是烟台最早的出租车

杨永传，烟台公交集团
出租汽车公司党支部书记，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两本珍
贵的影集，里面的照片记录
了烟台市自1956年以来的、
各式各样的出租车。

脚蹬三轮车、摩托车、
轿车，照片从黑白到彩色，
出租车的模样在不断变
化，反映出了出租车行业

的久远历史。
影集的第一页是一张

黑白照片，一名60岁左右
的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
车头扭向一侧正欲转弯，
后座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对着镜头微笑。从照片的
注释来看，骑车的老人是

“马师傅”。
烟台公交集团出租汽

车公司安全科科长别春虎
当年也是一名老司机，看
到照片，他眼前一亮。别春
虎说：“这算烟台最早的出
租车，是脚蹬三轮车，与早
些年的黄包车有点像，只
不过将人力拉车改为了脚
蹬。”

记者了解到，烟台市
1956年成立了三轮车合作

社，用的就是这样的脚蹬
三轮车，直到1972年，出租
车有了新的样式，脚蹬三
轮车才逐步退役。

骑车的马师傅是否还
健在？杨永传说不准了。不
过，马师傅的儿子马洪星
接过了父亲的活计，马洪
星 后 来 骑 过“ 轻 骑 三 轮
车”。

上世纪70年代有了“摩的”，坐一次不超过1块钱

1972年-1976年之间，
在烟台大街小巷穿梭的是
一种被叫做“轻骑摩托车”
的出租车，这时的出租车
已经带篷了，能够为乘客
遮风挡雨。

描述这种摩托车的照
片依然是黑白的。一辆轻
骑摩托车正驶出烟台市汽
车出租公司大门，车头上
写有“烟台”字样，长度在4
-5米之间，公司大门一侧

写有一行标语：“高举毛主
席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
显露了那个年代的印迹。

别春虎说：“这些车当
时是从北京摩托车制造厂
买进的，大约有七八十辆的
样子，汽油动力，当时价格
不低，一辆车2万多元呢！不
过，你们看到的样子是我们
公司自己改装的，完全是手
工打造，还加上了篷子，当
时最多能乘坐7个人。”

杨永传笑着说：“你看
下面这张照片，这是当时
我们改装完成后去当时的
烟台地委报喜拍的。”

记者了解到，当时的出
租车可不是满街跑，而是设
有站点，在二马路和西南河
设有站点，需要买票上车，
票价分2毛和5毛不等，坐车
的都是一些有急事的人。

从1976年开始，出租
车又升级了，在今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内，“东风牌”
三轮摩托车成了出租车的
主力，这些车也是从北京
购进的，价格在2万多元。
不过票价涨了，坐一次一
块钱，最多只能拉4人。

别春虎说，当时只能
待客，而不能满街跑，就在
火车站、汽车站和码头一
带。直到1992年，这种三轮
摩托车才逐渐消失在烟台
的大街小巷。

1979年出租轿车露面，开它的“小伙子”今年57岁了

时间到了1979年，改
革之风遍吹，出租车行业
也迎来了新变化。这一年，
出租车公司迎来了一位

“贵客”，它名叫“上海”，是
一辆通身黑色的轿车。

照片上“上海”只露出
了半截身子，它的风头被
一个名叫“宋国岗”的小伙

子抢走了。宋国岗是“上
海”牌轿车的第一个驾驶
员，那一年他24岁。照片上
的宋国岗半倚车身，意气
风发。大分头、白衬衫、灰
裤子、时髦凉鞋，让这个小
伙子显得格外精神。

别春虎说：“当年他的
技术好，才捞得着开这个

好 车 ，那 可 是 出 尽 了 风
头。”

记者了解到，上海轿
车的价值在10万元左右。

下午记者联系到了今
年已经57岁的宋国岗，他
目前已经退休在家，说起
那段经历，他还是很兴奋。
宋国岗说，2元起步价，每

公里再加5毛钱。普通市民
很少有人乘坐，乘客多是
归国华侨和机关工作人
员，而且以包车的居多。拉
散客的时候很少，顶多结
婚和生孩子时用用车，车
费3-4块钱。3-4块钱的车
费在当时已经算是奢侈的
消费了。

烟台公交集团出租汽车公司党支部书记杨永传从1998

年开始整理烟台出租车历史资料。

影集记录发展脉络

杨永传是在1998年
开始收集出租车资料
的。公司留下来的资料
照片都被他翻拍后重新
冲洗。一些老职工来公
司办事，他逢人就问人
家手里有没有老照片。

就这样，出租车的
照片越来越丰富，他也
在有意地补充，前几天
杨永传还去了博物馆一
趟，是为了寻找当年的

黄包车。
“虽然不是很全面，

但起码算对这个行业有
了一个记录，也算留下
了一点历史资料。”杨永
传这样评价自己的收
藏。

杨永传说，通过忠
实的记录，可以看到出
租车行业的发展脉络，
而出租车的发展又是城
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到了90年代中期，出
租车又开始变脸了，一水
的两厢红夏利，直到2000

年前后，夏利车都是出租
车行业里的主角。

也正是在这时，行业
主管部门对出租车的颜色
开始有了要求。烟台市的
出租车模范驾驶员吕秀芝

对此深有体会，当时的出
租车颜色以红色居多，而
她开的车则是墨绿色。没
想到的是，她的车不受乘
客待见，墨绿色的出租车
没人乘坐，而红色出租车
的上座率却极高。

2000年下半年以后，
烟台市区更新的出租车不

再见夏利的影子，与此同
时，普通型桑塔纳、捷达、
富康轿车也加入到了出租
车行列。在这一年，运管部
门将市区出租车定为“上
红下银”的颜色直到现在，
目的是为了方便管理，同
时与其他区域的出租车区
分开来。

记者了解到，2005年6

月30日以前，夏利出租车
全部淘汰，6月30日以后更
新的车辆要求必须达到桑
塔纳3000以上标准。2008年
8月，更为宽敞舒适的索纳
塔出租车跟市民见面了，
在2009年1月份后，开始大
规模更新。

1994年夏利来了，2000年后才有“上红下银”的规定

从1985年开始直到1992

年这段时间内，烟台市的出
租车不少是进口轿车。

别春虎记得很清楚，
1985年4月16日，一艘满载
进口丰田轿车的轮船靠泊
在烟台港码头，船上卸下
来60辆全新的丰田轿车，
这批轿车被全部拉到了出
租汽车公司服役。

再后来，1986年，烟台

市区又出现了一批白色的
进口轿车，名叫“波罗乃
兹”，共有六七十辆，这是
来自波兰的轿车。

1992年，日本产皇冠、尼
桑轿车也开始进入烟台，从
资料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这
批轿车还是右舵车。

这一时期随着城市的
不断发展，出租车的样式
也在增多，其经营模式也

在变化。别春虎说，以前的
出租车可不像如今一样满
大街跑，以前多是定点待
客 ，不 过 这 个 老 规 矩 在
1992年发生了变化，有的
出租车开始“遛街”了。

人多了，才遛街，钞票
也是哗哗地进口袋。据了
解，这些出租车的乘车费还
不低，上车起步价就是9 . 8

元。

别春虎说，上世纪80

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家
在烟台市连续召开了3次
化工会，全国各地的化工
企业与会者每年蜂拥至
烟台，导致火车站、汽车
站的客流聚集。据说当时
有的出租车司机每天能
有千元入账，而这个数字
在当时可以用“天文”来
形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有人一天能赚千元

格背后

▲1956年-1972年脚蹬三轮车。

▲1976年-1979年东风牌三轮摩托车。

▲1972年-1976年，公司自己改造的第一辆轻骑三轮车。

▲1994年-2000年营运的夏利出租车。

▲1979年第一辆上海轿车，驾驶员宋国岗。

▲2000年之后的标准“捷达”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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