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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的延续
——青岛里院建筑的居住类型以及更新保护

赵倩文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青岛 266000

摘要：文章聚焦在青岛本土居住建筑——里院。青岛的里院建筑是伴随着青岛近代历史历程演变而成的一种特殊的建筑形

式，也是老城区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了青岛“红瓦绿树蓝天”的地域性城市风貌。里院建筑也是具有市井生活化

状态的街区文化样本，但是，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以及原住居民的搬离，现在的里院建筑大多处于空置状态，并面临着被拆

除的困境。通过笔者通过搜集里院历史图纸与相关资料、实地调研考察以及拍摄照片等方法，对里院建筑进行记录和分析，并

尝试着对其空间形制和文化价值进行把握。从里院建筑的居住类型意义着手进行阐述，包括其中的空间类型和历史意义等，

例如里院的格网，具有新城市主义所倡导的高密度小方格的空间形式，也是十九大以来中国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组成

建筑单体的空间形式类型也较为丰富，有“口、日、目、凹、L”等形式；并且，里院建筑凝聚着大多老一辈青岛人的集体记忆，其中

部分的历史建筑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在尊重里院原有空间形制的前提下，尝试讨论对其干预较小的改造方式，以此“活化”

里院建筑的功能，并使其得到可持续的更新保护，以适应当下社会的需求。希望能为留存城市的肌理以及集体记忆贡献一份

力量，并对其今后的更新保护做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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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focus on Qingdao's native residential building—Liyuan building. Qingdao Liyuan building is a special

architectural form, which is evol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Qingdao histor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lement which consti-

tutes the urban texture of the old city of Qingdao, and forms the regional urban style of“red tiles, green trees and blue sky”in Qingd-

ao. Liyuan building is also a part of districts cultural life.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original residents, most of Liyuan buildings are now empty and facing the dilemma of being demolished. Liyuan buildings a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by collecting the historical drawings and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of Liyuan building, conducting field research,

taking photos and so on, and the work attempts to grasp the spatial form and cultural value of Liyuan buildings. Attempts are made

to elaborate on the meaning of residential type of Liyuan building, including the space typ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example,

the grid of the Liyuan building has the spatial form of high-density small squares advocated by neo-urbanism, which is also an im-

portant connotation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addition, the types of spatial forms that

constitute monomer buildings are also relatively rich,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口, 日, 目, 凹, L”. Furthermore, Qingdao L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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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embodi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most elder people in Qingdao, and some of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have certain cultural

value. Under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the original spatial form of Liyuan building, the work tries to discuss the renovation of Liyu-

an building with less intervention, so as to“reinvigorate”the functions of Liyuan buildings and enable them to be sustainably re-

newed and protected, so that they can adapt to the social needs. The work expects to contribute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ity's tex-

ture and collective memor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future renewal and protection.

Key words: Qingdao Liyuan building; residential building; residential type; local culture; space construction; protection and renewal

青岛建筑构成了“红瓦绿树蓝天”地域性的城市意

向，其中里院是青岛的特色民居类型，并与居民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本文首先将研究对象的范围定位为青

岛的里院建筑，并认为不应只看到建筑客观实体的部

分，还应考虑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它跟城市总体生活的

联系及其所承载的记忆，或许对于老一辈的居民而言，

曾经居住的里院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过影响，也让

他们充满感触和回忆，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分析。首先

对里院建筑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与现状加以叙述，主

要关注里院建筑居住类型及其场所文化的意义，并对

里院建筑的更新保护，从历史街区风貌与建筑单体修

缮的层面加以讨论，最后以贻清里为例，探讨里院建筑

的保护与更新方法。

一、里院建筑概况

（一）里院建筑形成的背景

青岛里院建筑，应是起源于 20世纪初大鲍岛“中

国城”。1897年德国入侵胶州湾后，在 1900年编制了

《青岛城市规划》[1]，并实施华欧分区制度，欧人区内原

先的青岛原住居民被迫迁至现大鲍岛的中国城。在这

段时期，可能由于华人区人口较多，商业迅速发展，里

院建筑应运而生，里院建筑形制像是中国传统四合院

与西方联排公寓的结合体。大多里院建筑功能为商住

结合，下店上宅，或者前店后宅，也有纯住宅功能的里

院。在规划初期，里院建筑是以最早移民区的功能性

需求为主，并对建筑质量有所要求，例如大鲍岛所建商

住房，结构必须符合建筑条例中防火、坚固和卫生

要求，同时要排除在青岛出现高密度的“里弄区”建筑

结构[2]。

里院建筑历经了不同的建设时期，在1914年的日

占时期，里院建筑只对日本居民开放，且建筑材料多为

混合结构，并出现了大量三层里院建筑。在中华民国

时期，里院建筑由早期的砖木结构转换为钢筋混凝土

结构，对里院的建设在此时停止，城市格局也大致形成

了高密度、街坊式的肌理。

（二）里院建筑的发展与现状

里院曾是承载城市工商业活动的主要建筑类型，

也是中下层居民的主要居住空间和生活场所[3]。例如

商住结合的里院建筑，一层多为沿街店铺，有啤酒屋、

小餐馆、服装铺等，且里院之间街道尺度宜人，居民的

生活需求与多样性的社区商业相互交融，形成了热闹

的街区。而里院建筑的内院、门洞等公共空间，是居民

聊天、晒太阳等日常生活的场所，市井生活气息浓郁，

并有助于邻里交往，但是因里院居住设施不够完善、建

筑老化破败等原因，难以满足当下生活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青岛进入城市化快

速发展时期，在旧城区不断地进行拆迁建设，对城市风

貌造成了致命破坏[4]，例如辽宁路科技街的建设，使得

日占时期的大批商住里院建筑街区被拆除；李嘉诚参

与投资的“青岛小港湾改造项目”，使得海关后一带的

里院于 2007 年被夷为平地 [5]。2003 年、2008 年、2016

年小港湾与四方路里院建筑分布情况见图 1，成规模

保存下来的里院现大多被征收，原住居民已从中搬离，

里院大多处于空置状态。

二、里院建筑的居住类型

里院建筑单体的空间形式类型很丰富，有“口、日、

目、L”等形式，里院建筑单体的空间形式类型见图 2，

图1 2003年、2008年、2016年小港湾与四方路里院建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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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宽边的平均尺度大约为（15~30 m）*（20~50 m）[6]，院

落形式有独院、两进院等，加上外廊式布局。其中建筑

户型大多为单间独户，或是前厅后宅，依据部分的资料

调研结果显示，居室面积集中分布在 15~35 m2[5]，里院

建造之初，院内居民使用的均是公共卫生间、公用水

龙头。

（一）中西方建筑元素的融合

里院的沿街立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建筑元

素，比如三段式构图立面设计，再加上由于地势有明显

的高差，所以里院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建设，使立面产生

了变化，呈现出了丰富的视觉效果。其中拱券式的入

口，带有线脚装饰的门窗样式，欧式的山花与壁柱等，

均呈现出欧式建筑的立面形象。然而为了防火，出于

安全的考虑，木结构被禁用，因此缺少飞檐和木结构游

廊等中国建筑典型元素[2]。而在里院的内院，廊檐上

还是雕刻有精细的雀替和彩绘等装饰，可以看出中国

工匠虽然照图施工，但是却难免将其传统经验和文化

背景知识渗透到具体的施工中[7]。

（二）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随着里院内居住人口的增多，居民出于对使用空

间的需求，逐渐地开始蚕食公共空间，乱搭、乱建的现

象较为严重，居住环境也变得恶劣起来。例如在里院

的内院，常常可见各种私自加建，占用公共的内院空间

以扩建个人户内空间，以此缓解居住空间的不充足，有

的居民还在房间内加建局部二层作为吊床或是储藏间

等，里院内部的私自搭建情况见图 3。这些现象不仅

有损里院建筑的结构，还破坏了老城区的建筑风貌。

文章选取了四方路街区中位于李村路与即墨路之

间，博山路与芝罘路之间的两个毗邻的街区，选取的两

个毗邻的街区的里院位置见图4。根据档案馆里历史

图纸的平面与现状的对比，分析两个街区的里院现状

与过去“加与减”的情况，见图5。其中，红色为现在增

加的部分，黄色为现在已拆除的部分，蓝色为楼梯等交

通空间。从图 5中可见，现在增加的部分大多位于院

落内部，并结合折角楼梯的局部空间加以利用，已拆除

的部分有院落中间的墙体和局部小房间，是为扩大院

落空间，以此来增加公共使用空间和采光面积。

图3 里院内部的私自搭建情况

图4 四方路街区两个毗邻街区的里院位置

图5 两个街区的里院现状与过去“加与减”情况的对比

图2 里院建筑单体的空间形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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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院居住类型的意义

意大利建筑师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中提出“城市

人造物”的概念，它不仅是指城市中的某一对象的有形

部分，而且还包括它所有的历史、地理、结构以及与城

市总体生活的联系，它的含义远远大于具体的建筑物

体[8]。而青岛里院的建筑本体及其承载的其他因素，

正是组成老城区文脉的人造物。

（一）城市肌理的自然营造

里院建筑依地势而建，遵循自然形成的街区格网

不仅符合新城市主义倡导的高密度方格的空间形式，

也是十九大以来中国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在当

下，大多城市规划倾向于划定中央商务区、大尺度的特

定功能区等，而这些功能区通常是通过汽车或是高架

桥等连接的，这些巨型且均质的功能布局可能忽略了

生活空间应有的尺度感和多样性[3]，缺少了一些市井

生活气息。

（二）里院的场所文化——集体记忆

住在里院怨里院，搬出里院想里院[9]，里院建筑凝

聚着大多老一辈青岛人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在其著

作《论集体记忆》中写道，存在着一个集体记忆的社会

框架，个体在记忆时总是将自己定位于某个群体中，群

体是以“记忆的集体框架”构建并支撑个体记忆的工

具[10]。里院的记忆属于曾经居住于此的居民的集体记

忆，里院的空间形制很像是一个集合住宅，其中门洞、

院落、走廊等公共空间，是居民进行聊天、做家务等内

容的生活场所，这在无形中促进了邻里活动，形成一个

互动性强的社区关系，对于老一辈居民而言，这才是带

有人情味的生活方式。

尽管大多数里院建筑是普通的民居类型，但其中

部分的历史建筑还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等同于纪

念性建筑，例如四方路里院片区，曾是青岛传统商贸文

化最核心的区域之一；中山路上的劈柴院，历史上是民

营老字号密集的地段，也是娱乐业集中的地方，相声大

师马三立，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都曾在此演出，是当

时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同时，

这些纪念性建筑是以象征性与实质性的形式在城市中

始终保存着。这种持续与永恒的价值是由纪念性建筑

的构成元素、历史与艺术，以及其本身的存在与记忆结

合而产生的[11]。例如广兴里，是兴建于1900年的商住

里院，由广东商人古成章出资聘请德国建筑设计师设

计，内院空间开阔，大约为 1200 m2，院落内曾有戏台、

茶社、说书场等休闲娱乐场所，在当时有“有钱不用出

里院”的说法[12]。对曾经的居民来说，里院的文化活动

与繁华，也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四、里院建筑的更新保护

（一）以保护历史街区风貌为基础

历史街区的风貌，是与城市整体风貌相辅相成

的。建议在现有规划、风貌控制的结构基础上，针对重

点里院建筑片区，细化建筑分类，增加建筑修缮与改造

导则，形成更为完善的管理体系。另外，一定数量的居

民，可以使历史街区充满人气，从而保障街区的活力。

（二）建筑修缮与改造的建议

首先，对里院建筑进行价值评估与分类，建立不同

图6 贻清里平面与立面图纸 图7 贻清里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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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保护导则。其次，针对里院建筑的构件，在修缮

与改造过程中分类制定具体的保护做法，包括结构体

系、围合体系、细部（含门、窗、铺地、屋顶等），并拆除院

落内私自搭建的构筑物，尽可能还原历史院落场景；保

留硬质铺地、树木等，以可持续与保护的修复理念，保

护并修复建筑风貌以及人文要素。

对于大量的一般里院建筑，除了保护导则之外，可

依据项目的功能定位、开发时序等，提出可以具体落地

的建筑分类改造导则，并在保持整体风貌前提下，通过

适当更新改造来满足现代化需求[13-14]。例如保留建筑

主体结构，对内部空间进行适当的合并，并对建筑结构

现状进行专业评估，通过技术的支持以适应新的功能

需求，对室内外装饰构件等原始建筑元素予以保留，以

此传承里院的建筑文化。

对建筑单体的改造像是针灸激活，可依据建筑的

空间模式特点和周边环境，给予更新改造的建议。以

武定路5-7号的贻清里为例，里院内部房间划分均质简

洁，贻清里平面与立面图纸见图6，两栋建筑由室外楼

梯相互联系，楼梯形式独特，丰富了内部空间，给住户

带来意想不到的空间体验，贻清里内部见图 7。贻清

里狭小的内部空间并不适合家庭居住，因此可以对其

进行干预较小的改造方式，单间的模式比较适合改造

为青年旅社或是养老院，但因青旅的入住者流动性较

高，并且对周边环境、社交空间的要求更为多样，而贻

清里附近多为多层小区住宅与学校，环境相对清静，所

以不太适合作为青年旅社。而作为曾经邻里互动的

“大客厅”，里院自身也是充满老一辈居住者记忆的生

活空间，因此更倾向于将其改造为养老院。

五、结语

本文尝试讨论在保护里院建筑时，不应只关注其

有形部分，还应该考虑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它跟城市总

体生活的联系及其所承载的记忆，还有对于居民精神

层面的感知。然而，本文在对里院居住类型后期演变

的讨论中，选取的样本数量有限，应选取更多数量的样

本，才能给予演变过程更为扎实的数据支撑，并得以看

到更多样的类型演变。文末在里院建筑更新改造中对

于建筑单体的讨论，还是较多地关注于建筑单体，而非

是一种普遍性、系统性的方法。希望有更多的文章探

讨里院建筑更新改造的方向、方法，为里院建筑在当下

持续的发展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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