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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为防倭寇入侵于临海北山上设狼烟

墩台，也称“烽火台”。发现敌情后，昼升

烟，夜举火，为报警信号，故称烟台。烟台

山由此而得名，烟台市也是由此得名。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
中英、中法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烟

台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中国最早开埠

的城市之一。先后有英国、美国、法国、德

国、日本等十七个国家在烟台山及其周

围临海街道旁边建立了领事馆、洋行等

办事机构及众多的别墅。至20世纪30年

代，烟台山及其周围已形成了规模庞大
的异国情调的近代建筑群体。1896年，学

者林丙修登烟台山游览，见山下水域外

国炮舰游弋，山上布满了各国领事馆，忧

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于是赋诗言志，雕

刻在巨大的“燕台石”上。诗曰：“崆峒距
左，之罘横前，俯临渤海，镇接齐燕。吁嗟

群夷，蚕而食焉，惟台岌岌，一石岿然。谁

守此者，保有万年！”

烟台开埠以后，海上往来频繁，遂于

1905年在烟台上上设置了灯塔，每当夜幕

降临，灯火明灭，指引着夜航的船只，历

经百余年它已经成为烟台山上的标志性
建筑。

烟台山上的近代建筑颇有特色，堪

称近代建筑的宝库。烟台山近代建筑群

汇集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文化特色，

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和见

证，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中西文
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珍贵的

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
研究价值。烟台山近代建筑群是历史文
化的载体，在烟台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发
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烟台市

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1864年8月1日，美国在烟台设立领事

馆，当时由一个传教士代理领事，其后一

切事务由名誉领事管理。1866年美国驻烟
台领事上书美国华盛顿政府，介绍烟台

为军事要地，气候温和，冬暖夏凉，可在

烟台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位于芝罘区烟台山东路的英国领事

馆是近代烟台第一个外国领事馆。第二

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

登州(蓬莱)被列为对外通商口岸，英国拟

在登州设立领事馆，1861年春英国驻华公

使派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前往登州筹

办开馆事宜。马礼逊徒步从登州行至烟
台，作了详尽的勘察，认为烟台水深，可
停泊大船，况地处富庶，商贾云集，系水

陆交通枢纽。

俄国领事馆旧址在芝罘区大马路东

端，现为俄罗斯俱乐部，占地1.5亩，砖木

混合结构的二层楼房，建筑平面呈方形，

四面坡“人”字形屋顶，外墙面是灰砖青

水墙，拱形门窗，拱上方饰以弧形线角，

中间断开，建筑形制厚实，简捷，装饰处
理有象征手法。1881年俄国在烟台设代理

领事，但一直是由英国人代理。1902年8月

始由俄人提德曼任副领事。1905年由克里

斯梯任副领事。1904年在烟台市芝罘区大
马路东端建立领事馆。

（吕天娇）

老烟台共有街巷643条，最古老的当属所城街巷，自
明洪武31年(1398年)修建了奇山守御千户所城，城内就形
成了12条街巷。东门(保德门)至西门(宣化门)的街与南门
(福禄门)至北门(朝崇门)的街，在城中心交汇，以交汇点

分为东门里街、西门里街、南门里街、北门里街。环绕城

墙内侧的屯兵马道，则依四座城门和城墙四角，分割为8

段，依所处位置分别称：东门里胡同、东门里北胡同、西

门里南胡同、西门里北胡同、南门里东胡同、南门里西胡

同、北门里东胡同、北门里西胡同。

清康熙三年(1664年)，所制废除，所城兵将解甲归田，

在城里大兴土木修建住宅，因此又在被纵横两条大街分

割的四个区域内形成了10条街巷。东北区有永发胡同、

双兴胡同、夏家胡同、张家胡同；西北区有王家胡同、石

板街；东南区有高家胡同、傅家胡同、洪泰胡同；西南区

因曾是奇山所的仓储区，其街巷统称仓子巷。22条街巷，

除东门里胡同于1971年建楼被占外，其余21条基本保持

原貌，只是名称有所变更：东门里街、西门里街和高家胡

同并称所城里大街；夏家胡同并入双兴胡同；傅家胡同、

洪泰胡同并入南门里街；永发胡同、张家胡同、王家胡同

并入北门里街；尚存的7条环城胡同，1973年改称“巷”。这
样算来，21条所城街巷，仅保留了13个名称。

所城街巷除东西大街稍宽，余者都很窄，最窄的能

“夹死驴”，但它们却是烟台街巷的源头，因为烟台的大

马路、小胡同都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历经600余年的奇

山所城，比始建于明永乐4年(1406年)的北京紫禁城还要
早8年，至今格局未变，街巷依旧，全国仅有。当人们从喧
闹的大马路走进宁静的所城街巷，便会领略到它的独特

魅力，便会体验出它的重要价值。

爱在烟台
文/雨漫

百年沧桑烟台山

烟台老巷

编者按：烟台山是一个置山临海、风

光旖旎的旅游佳地，她以幽雅而著称，山
上树木葱笼，红楼青舍，参差隐现，美丽如

画，早在康熙年间，烟台山就被誉为“福山
八景之首”。在山上，有以龙王庙、忠烈祠、

狼烟台为代表的民俗建筑群，又有燕台

石、造化奇观、盟情崖、太白石、母子龟等

神奇景点；有高人、墨客的题诗，刻石勒

碑，还有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让人思绪

万千，回味无穷。烟台山，是一座流淌着烟

台血脉的小山，是镶嵌在烟台海滨胸襟上
的一块绿色翡翠。她海拔42 . 5米，面积45

公顷，她浓缩了这个城市600年的沧桑历

史，是这座城市历史重要发祥地和象征。

美在烟台的山
文/曲弯弯

依山傍海是许多滨海城市共有的，而烟台敢称

“山海仙境”。海不靠山即平庸，山不依海则乏势。从

山海关的“老龙头”，到旅顺口的“白玉山”，山不说话

海说话，有山有海有故事。烟台就是这样。对比其他

海滨城市，大同之中大不同，大不同中寓大美，大美

彰显大不同。

首先就是市中心“绿肺”山。山林，是城市的“绿

肺”。烟台的“绿肺”有两叶。第一是烟台的标志烟台

山。小山不大，位于市北海边。海拔42 . 5公尺，面积
0 . 08平方公里。有灯塔、石船，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设狼烟台以抗倭报警，烟台由此得名。1862年烟台

开埠后，烟台山上下，先后建起17处领事馆，著名的有

美国、丹麦等领事馆。近几年，还开辟了京剧博物馆、

钟表博物馆等。烟台文化在这里浓缩。第二，引以骄

傲的是市区的南山。海拔平均300公尺，最高峰461公

尺，总面积60平方公里。烟台地势南高北低，城市坐南

面北。九十年代，烟台就提出“城饶山转，山在城中，

山海呼应”的城市建设构想，眼下正在变为现实。2007

年，烟台继往开来，着手将自然的南山，变成面积60平

方公里“大南山公园”。在国内外中等以上的城市中，

市中心有如此规模的“绿肺”，堪称凤毛麟角，足以令

世人“高山仰止”。

烟台的老街和许多城市一样，对每

个生活过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亲切亲
情，一种温暖一种家的感知。当我第一
次准备在这里生活得时候，我坐在路

边，看繁星闪烁，车来车往，内心出奇的

平静，没有生疏和惊慌，似乎有种到站
的感觉。虽然不知前事如何，不知是否
还会继续远走，那时就是觉得我要在这
里生活了。

烟台是一方沃土，养育了平实倔
强的烟台人。也许是天然条件太优越，

总是觉得天下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东西

了，对外界似乎有种抵挡，不是很接受

建议和发展，这让人很无奈和着急。生

活是舒适和闲散的，少了竞争和比较，

烟台是养老的好地方，我希望老年时

可以再回到这里生活。

时隔半年，这次让回来烟台让

我最高兴的是，烟台在接受了，在改

变了。

原来我每天去海边经过的张裕原
址的那些老房子，在夜里都是黑墟墟
的，曾经想过这些有着历史痕迹的漂

亮房子是多么的被浪费呀，而现在却

变成了高档酒吧一条街，红酒一条街，

这将给烟台带来巨大的无形经济效
应，海边亮起来了，烟台靓起来了！

以前在烟台看到韩国人是最常见

的事，可是看到金发碧眼的老外却是

凤毛麟角，而如今在这里的酒吧里，常

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在饮酒休闲。去过

一个叫荷院的泰式餐酒吧，环境优雅

而别致，进门处石雕的泰国象让人过

目不忘，温柔的灯光下，映着的是一张
张亲和的脸。

烟台已经在敞开胸怀，烟台在迈

步向前，祝福烟台明天更瑰丽！

摄影 赵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