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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舌瓦是德国建筑的标志性代表，炎炎夏日，走在坊茨小
镇的道路上，红色牛舌瓦、橘黄色外墙、茂密的松柏树，处处
皆是岁月的痕迹以及历史的遗迹。在坊茨，不用处理就是一张
黑白老照片的感觉。这里166栋具有莱茵风情的古老建筑，述说
着历史的凝重、岁月的沧桑。

一座幽静沉浮城镇

去坊茨小镇，刚好碰上了村
子里赶集的日子。悠长窄小的小
路上，道路两边都是解放时期信
用社用的老房子。赶集的小贩把
摊直接摆在路上。穿着朴素的大
妈，在一个桃子地摊上挑选刚刚
上市的新鲜桃子。坐在竹子小推
车上的男孩，任老人推着小车，打
量着来来往往赶集的人们。

拐出拥挤的赶集小巷，来到
挨近坊茨小镇的路上，曲折幽微，
全保留了旧时的风貌。当行走其
间，只能放轻自己的脚步，怕惊扰
了那古旧的沧桑，惊扰了坊茨人
那份内心的宁静。

大街上，少有奔驰的车辆，更
没有人群的喧闹和吵嚷。来游玩
的人，一个个地走着，从容而闲
雅，一派静和美好的样子。老屋深
院中，一棵棵的松柏屹立在庭院
中，道路两边翠绿的竹子影印出
了欣欣向荣的生气；墙角处，一株
高大的银杏树，婆娑在那儿，风起
处，一片片银杏叶蝶飞而下。一位
老人，持一把扫帚，正缓缓地扫
着。看我们到来，抬抬头，报以微
笑，透着一份恬适的喜悦。从老人
的脸上，看到了小镇的容颜———
沧桑中，铅华洗尽的淡然和闲静。
这，情不自禁地让人想起白居易
的诗境：“地僻门深少送迎，披衣
闲坐养幽情。秋庭不扫携藤杖，闲
踏梧桐黄叶行。”

小镇里的各色建筑，形态不
一。星罗棋布的老洋房，或恢弘大
气，或精巧华贵，或厚重古朴，集
各类建筑流派之大成。这里的建
筑，全是德日殖民时代遗存下的，
堪称“德日建筑博览园”。房屋，一
律是黄墙红瓦，还有枣红色的门
窗、木柱。由于时光的冲洗，大部
分房屋已变得斑驳破败，灰黑色
的厚砖，裸露出它本来的面目。徜
徉其间，一处一处地看着，色彩构
成的暖意中，却分明感觉到这里
流淌着一种历史沧桑下的沉重。

行走于百年古风小镇，古老
的车站，旁边是小小的铁路仓库。
再过去，就是低矮灌木环绕的红
瓦屋顶的家。庭院里面有柿子树，
鸡群正在啄食饲料。檐廊上的草
篓中，皆是摆满的四季时鲜。附近
风雨斑驳的铁桥下，虞河无声无
息的流淌，夏季里萤火虫到处飞
舞。周围枝繁叶茂的田地里。春
天有紫云英，秋天的骨髓结实累
累。一边欣赏这样的封禁，一边
走过平凡静谧的小镇即将涅槃重
生的坊茨小镇。殊不知，在百年
前，这里曾经是一座一度繁华的
城镇。

一座因煤而成的小镇

坊子，是一个因煤矿而产生
的小镇。十九世纪中叶前，坊子并
不存在，1898年随着《胶澳租借条
约》的签订，德国取得了胶济铁路
的修筑权和沿线15公里范围的矿
长开采权。坊子，从此开始了一段
复杂又不能自主的历史，也因此
拥有了诸多德国原乡建筑。

同年4月，德国在“前后张路
院”和“南北宁家沟“之间开凿煤
矿，即坊子煤矿。随着德国再次开
煤矿、修铁路、建车站、盖教堂、开
医院等，各地劳工和侨民再次聚
集定居，该区域日渐兴隆。在当
时，通过丈量的方法进行煤炭交
易，煤炭相当于“土”，丈量的方式
相当于“方”，由此“坊子”也就成
名。

1914年，日本以战胜国的身份
强行接管了德国在坊子的一切权
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此设领
事馆、建电厂、开洋行、办学堂、辟
农场、贩鸦片、购烟草等，坊子迅
速形成了以日本掠夺性经济为
主，民族工商业为辅，“南北三条
马路，东西十里洋场”的远近闻名
的商业市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同年11

月，国民政府接管坊子煤矿和坊
子镇。

重建工作尚未启动，国民党
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社会动
荡，民生凋敝，坊子大量工厂停
办，商铺关门，农田荒芜。在矿区
与铁路建设方面，国民党统治者
没有积极的作为，仅是利用既有
设备继续运转，坊子整体结构未
发生较大变动。

随着红色的旗帜插遍大地，
坊子开始跟着新中国的鼓点大踏
步向前。

煤矿恢复生产，煤炭又开始
一车一车往外运。德日式建筑一
部分划给了一家部队医院，一部
分归了铁路系统，大部分则顺其
自然地成为了民居。住这样的房
子倒也舒服，房间各种功能一应
俱全，省的琢磨哪里当卧室、哪里
做储藏间了。

有人做过粗略的统计，解放
初期仍然存在的洋房，大概有300

多座。据说在这里最有名的，就是
这里的一座修女楼。

修女最多时曾达40名，还收
养了60多名孤儿。有位德国修女
一直生活在这里，90岁高龄时才
静静逝去，使修女楼充满了传奇
色彩。

终于，煤矿采空了，铁路改线
了。330多座德日式建筑跨越长长
的岁月后，只遗存下166座。曾经
出没的军官、商人、修女、教父，已
于日出日暮中，陨落在滚滚红尘
里。

一片因铁路而成的繁华

坊茨小镇所有的记忆都是循
着煤炭和铁路来的。如果没有铁
路，也就不会出现那么些沉重的
繁华。煤炭和铁路承载了太多的
辛酸，也制造了那个时期畸形的
兴盛。“南北三条马路，东西十里
洋场”，小小坊子，上演着一出出
闹剧。

坊子火车站是19世纪末德、日
帝国主义侵占山东半岛时留下的，
是目前国家唯一的一处百年老站。
随着胶济铁路的改道，运输业务锐
减，但其独有的人文历史遗存，不
仅是德、日帝国主义的侵华见证，
同时也见证了百年坊茨小镇的发
展历程，所以计划利用德日铁路设
施和胶济铁路沿线独特厚重的人
文历史品牌，在原坊子火车站筹建

“胶济铁路博物馆”。
山东潍坊坊子火车站，是目

前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火车
站。1897年的时候，德国占领青岛。
到了1897年6月，德国在柏林设立
山东铁路公司。

为了满足青岛殖民需要，1897

年9月23日，胶济铁路动工，1902年
铁路建到坊子。1898年3月，清政府
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以
后，德国从而霸占坊子达17年。
1941年9月德日开战，到德军战败
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便夺取了坊
子的占领权，到1945年日军投降，
德日帝国主义共霸占坊子长达48

年。坊子站现在是一个孤独的三
级火车站。这是最早的德国建筑，
后来日本鬼子修改，把屋山墙顶
改为半圆形。虽然车站停用了,但
是建筑依然坚挺,这就是德意志品
质的体现，1902年的建筑,100多年
前的技术,100多年前的品质。

很长一段时间，坊子的颜色
除了红色就是黑色了——— 红色的

旗帜、黑色的煤炭。日子就是在这
两种颜色的交织中，在火车的长
鸣和军人嘹亮的起床号角声中更
迭。人们自豪地工作着，生活着，
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其间，无论掀起什么样的运
动，无论墙上变换怎样的标语，生
活的主色调始终不曾变化过。人
们已经熟悉了富有节奏、铿锵悦
耳的滚滚车轮声。每天叮叮当当
提示着火车要来的铃声，替人们
计算着有多少车皮的煤要运往远
方……

慢慢的，德日时期遗留下的
车站，以及当年为了掠夺资源特
建的铁路弯道，已不再适应火车
高速安全运行的需要了。

随着胶济铁路复线开工，不
管小镇居民如何不舍,1984年7月3

日,最后一趟客车驶离小镇。

一座因建筑而成的人文
小镇

在坊茨小镇里，德国酒吧是
一特有的风景。“1898啤酒联合国”
是一个精致的酒吧,从敞开的大门
走进去,可以一直穿过酒吧走到小
镇院内。长长的走廊不断走过冒
雨前来参观的中外友人。穿到小
镇院内后,眼前一排排的德日式建
筑映入眼帘,每排房屋四周都有一
圈齐膝的木制栅栏,栅栏内是嫩绿
如毯的草坪,草坪上还种植着树木
和花草,让小镇平添了许多欧洲田
园风情。

“坊茨小镇的定位就是打造
成一个具有欧洲风情的人文小
镇。”坊子区旅游局的于平告诉记
者，德日建筑群对现在的坊子老
城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十
几年前，坊子区政治重心北移到
现在的坊子新区，在客观上使得
老城区德日时期的建筑遗存得以
保存。

“坊茨是坊子德语发音的汉
语再音译。”坊子区旅游局副局长
于平说，一提起坊子老区，大家的
印象都是煤、脏、乱等这些不好的
方面，改名是为了给坊子老区塑
造一个新形象。新名字是经过专
家学者斟酌研究的，把正在再生
的坊子德日式建筑群定名为“坊
茨小镇”。

在德日占据坊子长达近半个
世纪内，留下了一系列建筑群落，
包括德军司令部、德军北大营、

德军医院等，现共保存166处，
总建筑面积45246平米，错落有致
的分布在坊子老城区8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构成了一座具有异域
风情的百年小镇。

虽然这些建筑大多保存较
好，“目前整修完成的是以前的
八九医院这一片区域内的建
筑。”坊子区旅游局王晓娜说，
现存的166处德日式建筑在百年
中都不同程度的有损坏，像以前
的德军司令部、德军官别墅区、
德军医院等等，如果再不进行维
护维修的话，很有可能在不远的
将来被夷为平地。

一群因小镇而生的人们

德国在坊子的17年里，逐渐
形成了完备的管理体系，几乎囊
括了外交、军事、政治、文化、
经济等各个领域，是德国制度下
在外的“袖珍国”。第一次世界
大战之后，日本接管了德国在山
东的一切权利，坊子也不例外。
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一段过去，还
会留下现实的证据，就像166栋
德日建筑。

76岁的赵菊梅现在住的房子
就是当时日本人建造的。1958年
她跟随父亲来到坊子。她是满族
人，属镶黄旗，原来的姓名已经不
记得了。“这是当时给日本人的中
层领导住的地方。”赵菊梅说。她
的家包括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
房、一个厕所、还有一个小院落，
这么多的部分组在一起却一点都
不显得拥挤。

“除了后来因为有火灾隐患
改了改烟囱，其它的都没动过。”
赵菊梅指了指脚底的水泥地，她
叫“洋灰地”，都60多年了，用拖把
好好的擦一下还是锃亮。

“除了屋顶有不同程度的损
坏外，其它的很结实。”王晓娜说，
目前坊茨小镇的改造主要是对建
筑屋顶的整修，墙壁基本没有问
题，当时德国人建房子的时候都
是按照能够让人住200年的标准
来建造的。

坊子老城区的一马路、二马
路和三马路距离并不远，这是当
时的主要道路，后来又有了现在
的六马路。走在坊子老城区，来来
往往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鲜
见年轻人，常住人口里又有一半
以上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年轻人都去城里了。”李慧
兰说，自从胶济铁路改线不经过
坊子之后，整个坊子就安静了下
来。现在火车站那边只走几趟货
车，拉煤、拉圆葱，现在坊子煤矿
的煤储量也逐年减少，年轻人都
出去找活干，留下的多为“老弱
病残”。

文/片 本报记者 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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