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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圈理论视阈下的青岛城市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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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青岛文化由青岛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城市文化构成。 研究青岛的城市文化,
尤其需要重视青岛建置以来的城市历史。 在文化圈理论视阈下可以发现,青岛城市发展史上德

国占领时期的建设,给青岛带来了西方文化圈中的一些新鲜元素。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青岛城

市文化逐渐成型,在人文价值、文明理念、建筑风格、重商主义、语言习俗、饮食风尚等诸多方面

体现出中西合璧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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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目前针对青岛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侧重青岛文化的历史起源研究,从古代文

化和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探究青岛文化的历史源头;
二是针对青岛文化的历史发展研究,结合历史上的

不同时期,比较青岛文化在齐文化、港口商贸文化以

及渔业文化、非物质民俗文化方面的发展演变;三是

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开始从海洋文化的角

度论述青岛文化的蓝色风格和产业特色。 但是,在
目前青岛文化的研究中,有关青岛“城市文化冶的研

究显得不足。 虽然青岛的城市历史比较短暂,但在

青岛百年建置的历史发展中,却可发现青岛受其他

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内涵。 在文

化圈理论视阈下,本文尝试通过对“蓝色文化冶概念

的分析,梳理青岛城市文化在欧洲文化影响下的一

些典型特征,希望能对青岛城市文化的研究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
一、蓝色文化

近年来,在对青岛城市文化的描述中,一些研究

文章开始使用“蓝色文化冶的概念,并主张把“蓝色

文化冶与“蓝色经济冶做到有机结合,从而突出青岛

在国家蓝色经济区中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什么是

蓝色文化呢?
笔者查阅《辞海》 (2009 版),发现没有收录该

词条;检索维基百科,也发现没有相应词条(2012 年

5 月 15 日检索)。 在百度百科上,对“蓝色文化冶有
两条解释:“蓝色文化冶西方文化的美称,与其对应

的是“黄色文化冶,即东方文化(黄河文化)。 蓝色文

化也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受海洋文化的影

响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淤其中,第
一种解释语焉不详,即为什么称西方文化为“蓝色

文化冶,对此没有说明;而后一种解释引用了论文

《青岛的海洋文化遗产与蓝色文化建设》 [1] 中的定

义,该文发表于 2011 年 2 月,而百度词条最近一次

修改时间是 2011 年 11 月 18 日。 在《青岛日报》
2012 年 1 月 27 日“理论周刊冶上的一篇文章中,对
蓝色文化的定义,也是采用了百度词条中的第二种

说法[2]。 另外,在《青岛蓝色文化建设研究》一文

中,研究者实际上也是把“蓝色文化冶等同于海洋文

化,文中“推动青岛市蓝色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冶部
分,首先提到的就是“发掘海洋文化遗产冶。[3]

通过对这些定义的梳理,笔者认为,单纯把蓝色

文化定义为一种海洋文化是不准确的。 当今世界不

同内涵的文化很多,但对应的都是一定地域内特定

人群在某个社会发展阶段内形成的非物质精神财

富,有历史的厚度和范围的广度。 相比较而言,海洋

文化的内涵目前还仅停留在海洋经济层面,缺少人

文层面的历史积淀和制度建设,显得比较单薄。
对蓝色文化,笔者还是持这样一种观点:相对于



中华文化来讲,蓝色文化是一种输入型的外来异质

文化, 产 生 于 欧 美 国 家, 是 西 方 文 化 ( western
culture)的另外一种说法,其包括一套不同于传统中

国文化的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风俗、生活方式、行
为规范、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以及艺术风格等。

二、文化圈理论

文化圈(cultural circle)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

念。 这个概念最早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国的

人类学家弗罗贝纽斯(L. Frobenius)提出的,“他把

位于共属关系之中的一群文化因素作为文化复合来

把握,而将其地理的分布命名为文化圈,并进而致力

于文化圈的确定冶 [4]。 后来的学者在这个理论的基

础上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并应用于新的研究领域,使
之逐渐发展成为文化传播学的一种重要理论,可以

很好地用以阐释不同文化间的发展演变及相互

影响。
多年来的研究使学者们认识到,在一个多种文

化交汇关联的地区,只要存在与某种文化相符的诸

多文化元素,就可以把该地区与这种文化归属于同

一个文化圈。 随着文化圈内核心区的人员迁徙和流

动,核心区的文化也会向周边区域逐渐扩展,使周边

区域在文化元素上(比如社会制度、风俗、语言、思
维等)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质。

因此,使用文化圈理论可以更好地研究文化的

向外迁移、扩展或传播,以及由于文化传播所带来的

文化碰撞与融合;可以较好地分析一种文化受到外

来文化影响所呈现出的不同特质。 文化圈理论至今

在文化传播学界和人类文化学领域仍有广泛的用武

之地,笔者尝试运用文化圈理论分析蓝色文化影响

下青岛的城市文化特征。
三、蓝色文化对青岛城市文化的影响

青岛完全是一座根据现代城市理论新建的城

市。 青岛所在的胶州湾畔,过去并无城市,青岛是欧

洲人在当地传统渔村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城市规划建

造的城市。 这不仅在国内有殖民地历史的城市里几

乎是唯一的,而且在欧洲城市里也属罕见,因为欧洲

城市大多源于历史上的工业城市,然后不断加以规

划和完善。 青岛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代表了 20
世纪初德国的先进水平,成了“德国文化和城市建

筑风格的展览馆冶。
1898 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后,德国采取

了“移山填海冶、“建城建港冶同时并举的方针,从德

国聘请专家花了一年多时间勘察、设计、准备。 很快

一座具有近代工业水平的青岛港建成,同时连接青

岛跟内地的铁路也接连贯通,港口通向海外,铁路连

接内 陆 腹 地, 青 岛 的 城 市 功 能 定 位 从 此 基 本

确立。[5]

德国人还在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城
市管理等一系列领域颁布了各种各样的法规制度,
使德国蓝色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开始在青岛这座从

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东方城市中以强力移植的方式出

现;青岛地区的本土文化也经历了一次从开始的排

斥、不适到后来的融合、接受和习惯的过程。
依据文化圈理论,青岛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

诸种全新的文化元素,显然是青岛本土的历史文化

和民俗文化中所不具备的,倒是呈现出比较鲜明的

蓝色文化特征。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的建筑风格

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多是亭台楼榭、寺庙祠堂

式的,居所多是四合院,公用建筑和民用建筑很少有

两层以上的多层建筑,但是在青岛却有许多欧洲城

堡风格的建筑。
据统计,现在全市大约有 360 多栋 20 世纪初的

欧式建筑,被纳入城市风貌保护区,青岛也因此有

“万国建筑博览会冶(其中主要是欧式建筑)的美誉。
在今天青岛市市南区著名旅游景点八大关,就有完

好地保存下来的俄、英、法、德、丹麦、希腊、西班牙、
瑞士、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的各种风格的建筑,其中

不少建筑带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风格,即便

是在今天的欧洲等地,也很难见到保存如此完好的

古建筑。
目前,在青岛很大一部分新的欧式建筑都在试

图延续青岛欧式建筑的元素,比如红瓦、尖顶、石块、
外墙绘制、木件装饰等,但是目前看来,效果并不是

很理想。 建筑是凝固的乐章,在青岛的八大关等地,
身处于这些漂亮、优美、凝聚欧洲风格的建筑中,会
让人觉得“东方瑞士冶的称呼对青岛来说的确是实

至名归。
许多首次坐火车到青岛的人,都会在火车站德

式钟楼前拍照留念。 即便对青岛本地市民来说,历
经百年风雨的火车站也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岛人留下

了深刻的记忆。 许多市民和单位保存了关于青岛火

车站的相关文物资料,在此基础上,火车站专门成立

了胶济铁路历史博物馆,这成为青岛城市文化的历

史记忆中的重要内容。 这也是蓝色文化影响青岛城

市文化的又一实例。
(二)重商主义元素

依山面海、紧邻日韩、优良的港口和便利的铁路

交通,使青岛很早就成为中外物资流通的重要转运

站。 这从百年前德国人对青岛的城市规划和功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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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以看出。 德国人在青岛优先发展的就是港口和

铁路,后来日本人占领期间,也是通过青岛港大量向

日本转运从中国内地掠夺来的重要战略物资。 改革

开放后,青岛市成为最早的对外开放港口城市。 重

视商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是青岛市的经济发展定

位,也成了青岛城市文化中的主要特色。
蓝色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古罗马地区,没有物

产丰饶的大陆,周围多是海洋,没有自给自足的封建

小农经济可以依赖,因此,那里的人们非常重视航海

贸易和工商业,他们的城邦文化中具有鲜明的重商

主义元素。 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相关性上看,东方

海滨城市青岛显然更具有这种蓝色文化圈的特征。
青岛的出口导向型企业较多。 据统计,青岛市

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有 253 家,文化产品出

口额达到 70 亿元以上,增长速度达到 17% ,其中青

岛电子数字娱乐产品出口量、钢琴等乐器出口量连

续三年位居全国前两位,青岛每年组织对外文化交

流项目 100 余项。 一些国际性的大型赛事,如国际

小提琴比赛、国际啤酒节、国际帆船比赛等常常落户

青岛。 青岛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平台。
青岛市还定期举办中韩、中日、中德、中法等国

的经济文化推介周,组织文化企事业单位参加中国

香港经贸文化展览等活动。 一些扎根青岛的大型企

业成长为世界知名品牌,如青岛啤酒、海尔、海信、崂
山可乐、崂山矿泉水等,也较好地推进了青岛与世界

的经济文化联系。 繁荣的商业文化气息,使得青岛

成为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并带动了胶东半岛城市

带的崛起,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建设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市民语言

每个城市都有下水道,但只有在青岛人们把下

水道叫做“古力冶,把井盖叫做“古力盖冶。 “古力冶
是青岛市特有的称谓,意思是指在市政工程中,有可

供人出入的垂直井口并带有圆形或方形盖(儿)的

污水、雨水、自来水、电缆、煤气等地下管道的坑道。
“古力冶一词源自于德语中的 Gully,是音译而来,成
为青岛市民的固定词汇,在当地媒体上经常会见到

该词语。
另外,受到德语影响的外来词还有对姑娘的称

呼———“嫚儿冶,这是由德语演变而来的。 在德语

里,女士 /小姐统称为单数“Dame冶 (搭么) 和复数

“Damen冶(搭闷)。 经过青岛人的发音演变之后,就
变成了“大嫚儿冶,这个词一直流行到 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嫚儿冶或者“小嫚儿冶的叫法是最近几十年

逐渐流行的叫法,并传播到了青岛郊区的一些县市。

青岛话里,把“人冶念做“银冶,这也是一个很特

殊的用法。 有人考证后发现这也受到了德语发音的

影响,如果把“人冶的拼音“ ren冶念给欧洲人让他读,
欧洲人发出“ ren冶是比较难的;如果让欧洲人自己

写,他根据汉语发音写出来的会是“yin冶或者“ ian冶,
后来,当地人为了便于沟通交流,也就跟着德国人发

“yin冶或“ian冶了。 “ian冶是西欧语里的词,现在不常

见,是个欧洲土话用词,意思是指土著人,较多用于

指代美洲印地安土著人,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是欧

洲人殖民美洲的时候最初使用的,其发音和“yin冶的
发音基本吻合。 现在如果把“yin冶这个拼音让欧洲

人读,那么他们读得和青岛话中“银冶的方言发音特

点完全吻合。于

从市民语言词汇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在青

岛城市发展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传承、发展与

演变,这也成为这座城市历史记忆中的一个典型片

段,一些音译的德语外来词一直保留在青岛市民的

记忆与生活中。
(四)啤酒文化元素

凡是到过青岛的人,没有不亲口品尝一下当地

啤酒的,哪怕是在外地从不喝酒的人。 啤酒与这座

城市结缘,从 100 多年前这座城市开始建置时就开

始了。 建厂仅 3 年,1906 年青岛啤酒便在慕尼黑啤

酒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却
从来没有酿造饮用啤酒的习惯,尽管这种白色泡沫

状并略带苦味的液体,口味跟中国的传统白酒有着

天壤之别,但却在青岛这座城市扎了根,并受到了市

民毫无保留的喜爱。
啤酒对这座城市良好国际口碑的营造和在对欧

洲文化亲和力的接触上,无疑是最好的触媒。 如果

抽走啤酒元素,青岛的城市特色就会逊色许多。 没

有啤酒,青岛就会跟许多滨海的中国城市一样,除了

海滩便毫无特色。
在城市更广阔的日常消费市场上,人们对啤酒

的认知度也逐渐提升。 从开始的洋人饮用,到后来

逐渐为广大市民所接受,并慢慢渗透进本土的城市

文化中,呈现出了特征明显的地域文化精神。 其中,
青岛啤酒文化的公共性、开放性、对话与交流方式,
成了城市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观念的人群消除

隔阂的“润滑剂冶。
在 100 多年的发展中,啤酒已经将青岛城市化

的公共交流活动扩大化了。 许多社交场所,比如餐

厅、酒吧、咖啡馆、俱乐部、私人宴会等,都离不开啤

酒,更不用提那大街小巷烧烤摊上每天海量消费的

生鲜啤酒。 喝啤酒时的激情和开快畅饮,也非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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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山东人豪爽、热情的性格特点。 这种来自西方的

泡沫液体饮料,携裹着海浪的气息,与滨海的青岛和

谐交融在一起。 青岛人因势利导,每年夏天举办声

势浩大的国际啤酒节。 青岛国际啤酒节至今已经成

为享誉世界的知名节日。
四、小结

青岛的城市文化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被赋予

了不同的内涵,其中德占时期、日占时期、解放后、改
革开放后这几个时期在青岛城市文化形成过程中占

据重要地位。 城市文化体现在城市建设的不同层

面,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 青岛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如港口连接海外、铁路沟通内

陆),建置之初的先进规划设计理念,都为青岛城市

功能定位和文化品格奠定了基础。
当然,青岛城市文化的内涵构成中,不仅仅只有

来自欧洲的蓝色文化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1898
年后以欧洲蓝色文化为主的城市消闲生活方式,如
喝啤酒、饮咖啡、郊游、野餐、从事帆船运动、讲究时

髦穿着等,以及建筑风格、市民习俗、对新事物的认

识、重商主义的形成等,在青岛城市建置之初就给青

岛城市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青岛最早的城市文化和大众时尚的传播,便是

通过一些欧洲移民机构完成的。 如殖民协会,日尔

曼人协会,登山、邮票、海军、工业、技术、美术及教育

协会,高尔夫球、曲棍球、汽车、帆船俱乐部等。 这些

协会和俱乐部通过活动,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蓝

色文化中最新的资讯和潮流带入这个新兴的港口城

市,并逐渐形成了青岛的时尚。
改革开放后,青岛城市文化建设步入快车道,青

岛走出了建国后国内城市千城一面的僵化模式,抓

住机遇,大胆革新,发挥特色,突出城市文化的个性,
成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青岛的

城市文化建设也在历届城市管理者和广大市民的共

同努力下得到丰富和完善。 在经历了 2003 年青岛

城市精神的总结提炼后,青岛市又在 2008 年提出了

“奥运文化冶的内涵,近年来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又在“蓝色文化冶、“海洋文

化冶建设上挖掘内涵。 在长期占据山东半岛经济发

展龙头地位的同时,随着胶东半岛城市带的崛起和

国家蓝色经济区的大力建设,青岛这座年轻的城市

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城市文化建设使命。 如何在齐鲁

文化大地上把传统文化优势和外来文化优势结合起

来,建设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青岛城市文化,成为

未来青岛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
注释:
淤 参见 http: / / baike. baidu. com / view / 1031965. htm。
于 参见 http: / / club. qingdaonews. com / showAnnounce- 1038-

3819238-1-0.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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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Culture of Qingdao i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ircle

L譈 Xinfu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Anim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061,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olk culture and city culture are the three key factors in the composition of Qingdao culture.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city culture of Qingdao, we need to find some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Qingdao City. In the vision of cultural circle,
the culture of Qingdao City has many cultural elements that come from the western culture, such as humanistic value, civilization
concept, architectural culture, mercantilism, citizen language and social fashion. Nowadays, Qingdao is a city that has taken on
special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al aspect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circle; city culture; Qingdao; oce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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