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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人热情好客，外地来
客都会如此评价。这句话一点
夸张成分都没有。但凡来客，
七荤八素地招待不说，更要摆
上几瓶白酒，或者搬出捆成手
榴弹一样的啤酒，吃多吃少不
在意，主人最在意的就是客人
哈酒不能哈少了。时间一长，
烟台的酒文化声名远扬。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
香”。虽说茶酒不分家，但相比
酒文化而言，烟台的茶文化似
乎提不起神来，更多的是给人
一种醉眼朦胧、昏昏欲睡的感
觉。因为大家自觉不自觉地都
会联想到种茶采茶都在南方地
区。其实完全是误读。因为胶
东地区茶叶种植历史至少可以
追溯到700多年前，昆嵛山现今
保留的野茶树就是金朝栽植后
遗留的。如今，栽茶种茶又成
了朝阳产业。

烟台是国内生产高端绿茶
的最北纬地区 ,目前已引进、繁
育成功“平阳特早、龙井43、龙
井长叶”等十余个优良品种 ,是
国内无性系栽植比例最大的地
区。目前全烟台市总种植面积
近万亩。今年6月份在烟台新元
广场成功举办了“2013烟台首
届绿茶推介会”，大型茶艺表
演、精品绿茶品鉴 ,让烟台人既
大饱眼福，又大饱口福。

相比酒文化而言，烟台的
茶文化确实显得稚嫩。一是茶
文化品牌还不响亮。各地都在
热火朝天地上茶场，茶叶采摘
一上市，就各自宣传自己的品
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跟
人家日照绿茶、崂山绿茶没法
抗衡，所以“烟台绿茶”的牌子
并没叫响。二是茶文化氛围相
对淡薄。正如专家人士所言，
尽管茶产业迅速发展 ,而茶文
化却有点“缺位”。不论是在烟
台 ,还是在县市区，街头巷尾沿
街门头房悬挂“茶馆、茶室”的
匾额随处可见，进了茶馆坐下
不一会，你总能听见“哗啦啦”
的响声，那不是在续水倒茶，
而是在打麻将。许多茶馆成了

“麻将馆”,茶文化就更谈不上
了。

万事在人为。值得高兴的
是，“烟台绿茶”的系列品牌已
经获得了有机食品认证。特别
是近年来 ,烟台市政府大力扶
持这一朝阳产业，从财政划拨
专款用于扶持绿茶发展，并制
定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茶产业发
展的意见，明确了任务目标 ,相
信不远的将来，烟台一定能够
建成为北方重要名优绿茶生产
基地。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
江 。摆 开 八 仙 桌 ，招 待 十 六
方”。如果喝过烟台酒的外地
人，赞叹咱的酒量好的话，那
就请他们尝尝咱们烟台的茶，
滋味十足的好茶叶！到那时，
烟台的茶文化也一定会像烟台
的酒文化一样，闻名远扬。

劝君更尽一杯茶

◇烟台最早的电话是德国人安装

烟台，是全国开通电话较
早的地方之一。1861年5月，烟
台被辟为通商口岸，登莱青道
入驻，先后有16个国家设立领
事馆，迅速成为中西合璧，商贾
云集，舟车辐辏，物流繁忙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1904年 (一说1900年 )，德
国人率先在烟台安装了电话
交换机，有话户数十家，主要
为内部和在烟各国领事馆、
洋行、银行之间通讯联络用。
1909年9月，大清邮传部饬烟
台电报局兼办电话业务，设
立市内电话交换机构。1910年
烟台电话局成立。烟台电话

从此走上了始而步履蹒跚、
艰难推进，继而蓬勃发展、全
面普及的漫漫长路。到1910年
1 0月，电话局将德国人所办
电话，作价收为烟台所有，共
有话户百余家。

有资料记载：1916年，烟
台电话发展到359部(人口约7

万人)。这本1955年版的“绝密”
《电话簿》显示，此时烟台电话
刚突破1000部关口(人口20 . 29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 1 . 2 4

万人 )，最大号码是建瓷街街
道办事处的1089号。可见，烟
台电话事业有发展，但发展速
度极其缓慢。

这是一本烟台《电话簿》，
32开本，铅印25页，纸质微黄但
保存完好。初看并不起眼，细看
却有独特之处。原来，这是一本
58年前的内部《电话簿》，封面
左上角赫然印有黑体红色“绝
密”二字，“电话簿”三个潇洒的
手写体，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烟
台市人民委员会保密委员会编
印，号码00265，时间1955年10

月。《电话簿》后附有打印的“绝
密电话簿补充、更正表(一)”，时
间1955年11月3日。

难道《电话簿》也要列为
“绝密”，编号发行？是的，那是
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解放初
期，人民政权并不稳固，国内外
敌对势力破坏猖獗，上上下下
警惕性非常高，一些重要事务
就烙上了“绝密”的时代特征。

《电话簿》封面的“注意事项”就
很能说明问题：“一、此簿系内
部电话所用，请严密保管，不得
遗失。一旦遗失，应迅速报告市
保密委员会。二、此簿不得借给
私人使用，接话人亦不得将其
他部门的内部电话号码告诉询
问者。更不得将任何机关、企
业、工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不熟
悉的人。”特别是第一页起首的

三个号码900、907、917没有标明
具体单位或个人，可能是市主
要领导的电话，自然是绝密中
的绝密。我国的保密制度分秘
密、机密、绝密三级，绝密为最
高密级。按照保密规定，内部绝
密印刷品使用后必须统一上缴
或者就地销毁。这本绝密《电话
簿》能够流传下来，而且保存完
好，更显其弥足珍贵。

“绝密”的烟台《电话簿》
尚仁恒

◇1955年全市设电话总机的有两家

“绝密”的《电话簿》是按
照部别分门别类，划分虽然不
十分科学，但检索也算方便。
从中可以看出，1955年烟台电
话的最大变化，一是那些曾在
烟台电话中占据重要位置的
外国领事馆、洋行、银行不见
了踪影 (驻烟各国领事馆至
1945年全部撤销)，从一个侧面
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的壮举。

二是改变了电话一机一户
的格局，出现了一些装机较多
的重量级单位，增加了一批党
政机关，中央、省驻烟单位和经
济管理机构。全市设电话总机
的有两家，一家是国营山东省
运输公司烟台分公司，设西面、

东面2部总机，35部分机；另一
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
工业管理局烟台机床厂，设4条
电话中继线。烟台市公安局有
32部电话(含10个派出所、4个交
通岗)，从中也可以窥见当时市
区治安和交通管理的状况。还
有一个电话较多的单位是青岛
区港务管理局烟台分局，有31

部电话。
三是涉及面较广，银行、学

校、影剧院、医院诊所、国营厂
矿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等方方
面面应有尽有。电话簿上的电
话不足700部，显然，其他电话
并不在内部“绝密”范围，但从
中足以窥见当时烟台电话布局
的全貌。

如果问近30年烟台经济
社会变化和发展最大的，烟
台人关系最密切、体会最深
的是什么，我认为非电话莫
属。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的进步更新，手机已从高档
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和人
们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
品，通话仅仅是最基本的功
能之一，款式和功能成为人
们竞相追求的新宠。不论天
涯海角，不论地下水中，即使
是在太空遨游，电话都可以
拉近人们的距离。足不出户，
许多事情一个电话就可以敲
定。天涯变咫尺，这个过去只
有神话中才会出现的梦想，
如今变成了现实。一家人有
一部座机几部手机，一个人
有2部甚至几部手机并不稀
奇；小学生在大街上旁若无
人地煲手机，再也不会给路
人带来惊诧的眼光。

不知不觉中，这几年，手
机开始摆脱移动电话的地位，
升级为移动数据通讯终端，并

具有侵占计算机市场的趋势。
它似乎已经无所不在、无所不
能，一机在手，轻松获得。确
实，手机和互联网紧密地连接
在一起的“掌中宽带”，会创造
出一个又一个奇迹，搞定许多
事情，都只是举手之劳、轻轻
一点。谁会预料到，和百年前
的几十部电话相比，烟台电话
的变化会如此之快、如此之
大、如此翻天覆地。很难想像
如果离开电话，今天的烟台人
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
道还有多少梦想可以等待，还
有多少奇迹可以重来。有了电
话，世界会变得那么小，小到
让你一览无余；烟台会变得那
么大，大得能装下整个世界！

不过，话要说回来，有长必
有短，手机也有其局限，譬如保
密性，特别在国家机密和军事
上，美国斯诺登“棱镜门”事件
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绝密”
的有线电话仍然具有不可替代
的独特优势，现在和将来都有
存在的必要。

◇离开电话，人们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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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电话，这个见证烟台近代
发展史的通讯工具，从无到
有，从稀少到普及，从单一到
多元，几经更新换代，给烟台
人留下许多回味无穷的感叹。
曾几何时，电话先是洋人、达
官显贵、富商巨贾的专用品，
后是部门单位的办公品，离老
百姓是那样遥远和陌生，“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多少人
梦寐以求的企盼。

长期以来，找电话难、打
电话难、打长途电话更难，始
终是困扰人们交流交往、社会
经济发展和开放招商引资的
瓶颈。许多单位只有一部电
话，设在办公室或者传达室，
不少单位甚至没有电话。在50

岁以上人的记忆中，来电话屋
里屋外、楼上楼下来回呼叫找
人的状况历历在目。

最头痛的是打长途电话，
有人形容没有耐性会急出霍乱
病。打长途首先要在长途台挂
上号，再等待接上线，等几个小
时、半天甚至一天都是正常现
象，直等得人焦头烂额，坐卧不
安，实在等不及还要销号。即使
打通长途，通话效果也非常差，
双方都像歇斯底里的对喊。不
少外商看到通讯如此落后，打
消了投资办企业的念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随
着通讯科学技术的进步，电

话，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开
始进入烟台家庭。“旧时王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
当时电话的最好写照。

1987年，烟台电信数字程
控交换枢纽工程投产，形成了
以程控交换系统为手段的市
内电话网，实现了与全国各大
中城市和世界230多个国家和
地区间的长途电话直拨，标志
着烟台电信从此走上了发展
的快车道。一度，托人走后门
花二三千元安装家庭电话成
为人们的街谈热议；手持大哥
大(俗称大砖头)招摇过市是那
个时代独特的靓丽风景；“有
事你呼我”，被腰挂BP机的人
群当成口头禅，以至于开会和
重要活动的首要纪律就是“请
自觉关闭BP机、手机”。

上世纪90年代末，手机开
始下嫁普通平民百姓。由有线
到无线是又一次飞跃，到2001

年底，全市移动电话迅速发展
到98 . 33万部，平均7人一部手
机。到2005年，固定电话拥有量
达到顶峰，为245 . 28万部。正是
在这一年，手机开始侵占固定
电话市场，移动电话数量首次
超过了固定电话，拥有量为
269 . 19万部。到2011年，移动电
话达到788 . 03万部，平均一人
拥有1 . 2部手机，固定电话用户
则下降到172 . 27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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