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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今日烟台》说烟台话，记录烟台事
儿，传递烟台的正能量。不知不觉中，她已迎来了第
6个生日，在成长中虽曾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她都坚
持了下来。祝今后《齐鲁晚报·今日烟台》越办越好，
越办越红火！

——— 读者孙德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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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城里：浓缩烟台600多年历史
说起烟台，地道的烟台人都知道

烟台起于所城。这里说的“所城”就是
以抗倭城堡闻名于世的“奇山所城”，
它浓缩了烟台600多年的历史。

福建会馆：北方罕见闽南风格建筑群
福建会馆是北方罕见的具有闽

南风格的古建筑群，是福建船帮、商
贾酬资，在闽地设计并由泉州的工
匠、艺人把木石雕刻、彩绘成建筑构
件，船运来烟组装。

朝阳街：每条街道都留有历史脚印
朝阳街区每一条街道都留有历

史的脚印。海关街、海岸街等集中了
各式洋楼，这些建筑是东海关税务
司公署和西方列强领事馆的办公场
所和居留区；朝阳街、海岸街、海关
街、顺泰街、广东街等是烟台近代工
商业的聚集地；进德街、招德街、会
英街、太平街等散布着大量中国传
统民居；海安路上的芝罘俱乐部曾
是洋人“莺歌燕舞”的娱乐场所。

烟台“家底”厚实
“名城”实至名归

历史尘烟中的所城里是怎样的呢？
在南大街与胜利路交叉路口的东侧，就是

所城里。与一街之隔的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象不
同，这里的一切还保留着原始古朴的印记，斑
驳的老木门、有着精美纹理的砖石，街面上密
密麻麻开满了小饭馆，住在这里的人们一出家
门就能在百合街小市上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海
鲜，少了那些钢筋水泥的外壳，这里的一切充
满了生活气息。

漫步其中，古树参天，灰墙低檐，一砖一
瓦，一墙一石都在诉说着过去的历史。

2006年，所城里被山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在所城里住了60年的于中光老
人只用了四个字评价：“实至名归！”

于中光老人说，他从1953年当兵回来，在
所城里再也没离开过，“外面变化多大呀，这里
还基本是过去的老房子，有感情。”

退休后，于中光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摆了个
小摊，零零乱乱，什么都有，卖的都是自己平常
收集来的有历史意义的东西。“有粮票、选民
证、大前门烟标，最早的是一本民国27年(1938
年)出的《学生新尺牍》。”

“有文化，有历史，对一个城市来说绝对是
好事。”2013年8月，烟台被国务院批复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于中光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事，
很是高兴，“我们一帮老人那天全都知道这事
了。”

于中光甚至设想，秦始皇东巡曾到达蓬
莱、养马岛、芝罘岛等地，如果开发一条专门的
旅游路线，从咸阳到烟台、威海，既可以重温两
千多年前的历史，还可以发展旅游。

这是一名普通烟台老人的梦想，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的称号让他更有自信说出这个盘旋
已久的设想。

有文化有历史
这是城市幸事

2013年8月，国务院批复烟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很快，这一消息传遍全城，烟台再添一张国字号

名片。
细数下来，“国保”17处、国家级非遗13项、毓璜顶

公园、航院近代建筑群、奇山所城、烟台山、广仁十字
街……这些都是烟台荣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家底
儿，也是让所有烟台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宝贵财产。

所城里的小巷散发着老烟台的古朴味儿。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本报记者 宋佳 阳佳

满载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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