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岛城市民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青岛城市民俗>>

13位ISBN编号：9787807107736

10位ISBN编号：7807107731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济南出版社

作者：姜锋　著

页数：265

字数：2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岛城市民俗>>

前言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决定这种“不同”的，第一是地理环境，第二是文化传统。
山东地近大海，有泰山、崂山、昆嵛、沂蒙等大山，又在华北大平原中占有一席之地；被尊为母亲河
的黄河在这里入海，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从这里过境；南有微山、东平诸湖，水域广阔，足成浩荡之势
；北有马踏一湖，小巧而玲珑。
多样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多样的民俗文化，都值得注意。
山东古为齐国和鲁国的国土，至今号称“齐鲁大地”。
一条齐长城到现在形迹宛然，一边是自古“好逐利”的齐人故乡，一边是“敦本抑末，崇礼重教”的
古鲁国的疆土，齐鲁风俗的自古不同，很值得详细而忠实地记录。
笼统的综合陈述既然不能如实地状写山东民俗文化的丰富与多彩，我们就想到来作一套山东民俗丛书
，将山东境内不同的民俗文化圈，各作成一本书，不仅区分山与海的不同，且又区分泰山、崂山、昆
嵛山、沂蒙山的不同；不仅记录广大农村的民俗事象，更重点来作前人不曾很好作过的城市的民俗；
不仅作一个个不同地区的民俗志书，也将黄河、运河所过之处风情串连成册；不仅作相对宏观的区域
民俗文化的描绘，也作极有特色的一村一镇、一家一户、一事一物的微观探索。
如此这般，将山东省的民俗展现于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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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记录了从1891年城市建制到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青岛社会生活场景。
揭开历史画卷，它是如此丰富、曲折而又与众不同。
青岛从开埠起便成为异族侵略的领地，在城市形成的初期便被洋化了。
走在青岛市的中心地带，如同置身于异国他乡。
但来自胶东各地及四面八方的中国人仍不同程度地守护着他们的生活习俗，听着他们喜欢的乡音、乡
曲，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传承着地域的传统文化。
因此，青岛是一个华洋混杂、中西融合的城市，是旧中国饱受殖民统治城市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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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山路商业街建成后吸引了大量的中外商界人士来青岛投资开设商店。
上世纪初，这条街自南向北有时装店、山东汽车商会、大同商行、荣华电器行以及以经营西餐为主的
青岛咖啡店。
咖啡店旁边原为一家西洋人经营的面包厂，1921年被英国入扩建为既能演戏也能放映电影的“中西大
戏园”。
1923年中西大戏园又进行改建，分楼上楼下，更名为“中国大舞台电影院”。
电影院的旁边是日本人开的甘栗太郎株式会社，招牌商品是“糖炒栗子”，实际是干鲜果品连锁店。
它的隔壁是小礼查西餐店。
中山路商业街的建成，带动了当时整个青岛商业的发展，其周边的北京路、天津路、海泊路、四方路
、黄岛路、高密路、李村路等商业街也先后崛起，不断有民族商业进驻这个商业圈。
如总店建在北京的乐孟繁开的“乐家老铺宏仁堂”、老字号长春堂药店、鸿新照相馆、亨得利钟表店
、粤菜饭店英记酒楼等等，都先后来这里“扎根”。
青岛人有段老话：“身穿谦祥益，脚蹬盛锡福，手戴亨得利，看戏上中和，吃饭春和楼，有病宏仁堂
”。
这里提到六家老字号有四家在中山路上，另外的两家一是鲁菜酒楼春和楼，在天津路口；一是谦祥益
绸布店，在北京路口。
“看戏上中和”，说的是1913年德国殖民者在中山路北端华人居住区内建设的中和戏院。
中和戏院是青岛最早的大戏院，当时在这里上演的传统剧目，不管是不是名角演出，几乎都场场爆满
。
因为这里有了戏院，南来北往的客商、渔民、小贩、银行帮办、酒饭馆店员、码头工人和海关小职员
非常多，使这里成了中山路最热闹的地方。
海泊路集中了一大批南北鞋商前来行商，当时店铺就有30余家，形成了“鞋业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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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岛城市民俗》主要记录了从1891年城市建制到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青岛社会生活场景。
揭开历史画卷，它是如此丰富、曲折而又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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