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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红瓦

在老城区，记者遇到了这样一位老人：穿着中
式长袍，眉毛已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坐在里院茶
馆门前的木椅上，缓缓地抽着手中的烟袋。

他便是青岛红瓦收集者——厉永昌。这幅场
景，是他为自己打造的年代“演出”内容之一。

“1995年我和我爱人结婚后搬到鱼山路，便爱
上了老城的建筑，那时每周只休一天，那天我都会
起得很早，在老城区转转，陆陆续续收集红瓦。”厉
永昌说。

退休前的厉永昌一直在企业从事维修工作，如今
的他被返聘至大鲍岛街区的一所学校，继续维修工
作，“我每天早上六七点就来学校了，可以说是早出晚
归，早来的时间便可以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

与退休前的忙碌相比，如今的工作对他来说更
像是一种享受。作为老城区的居民，厉永昌用他独特
的视角欣赏、记录着这座老城。“更像是一场‘寻宝’之
旅，我每天都在观察着身边的老建筑，一旦听到有改
造的消息，我便会去凑热闹，看看有没有被替换掉的
瓦片和遗留的老物件。”当提到红瓦和老物件时，他
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随即向记者展示了一片他
寻找了10年的瓦——捷成洋行的小方瓦。

在厉永昌收集的红瓦中，德远洋行的占多数，
捷成洋行的小方瓦用量较少，故而难以寻得。

“这片瓦是在学校后面的济宁支路得到的，当
从朋友那听到王德昌故居屋顶改造的消息，我激动
了很久。”他曾在栖霞路四方机厂招待所房顶上发
现过这种小方瓦。“我一直在等这种小方瓦，所以当
我拿到它之后，我又去栖霞路对比了一下，发现它
正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一片。”

自婚后搬到老城区以来，他便开始收集红瓦，
至今已陆陆续续收藏了200多片不同样式的瓦片。

“每一片瓦收集回来以后，我都会用水冲洗，再
用刷子刷去上面的灰尘，然后将它们都放进家里的
箱子中。”因前几日老城区展出借用了这片小方瓦，
厉永昌还未来得及将它带回家，记者才得以在他工
作的学校见到这片令他苦寻10年的瓦。

红瓦是青岛的独特标识，可以说每一片瓦都是
青岛城市发展的见证。“在青岛城市化早期，曾有过
延续使用青砖、黑瓦的模式。直到1901年，建筑屋
顶不再使用瓦楞铁，一概改用红色陶土瓦，由此奠

定了青岛百余年的城市基调与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厉永昌对瓦片的收集已

接近尾声，而他与青岛的故事却不限于此。

制卷烟

不只是对红瓦的收集，对老物件的收集也是
厉永昌所热爱的，他从房间里拿出了收集的各种
老物件：老式收音机、拉洋车的绳、信封、鸟笼、烟
标……

而眼前一个个自制的烟盒令他十分自豪。
红金、泰山、海牛、蓝金鹿、哈德门……近30种

不同种类的青岛卷烟呈现在记者面前。
“尽管我不抽烟，但是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卷烟

厂工作，早年的信封、烟标深深地吸引了我，也让我
有了动手做卷烟的想法。”

“这几张烟标是我去北岭托朋友帮忙购得的，
然后回来自己折成烟盒，昨天我试着做了几个，但
像葵花牌、老刀牌、海滨等比较难得的烟标一直不
敢去尝试折叠，生怕给叠坏了！”

青岛卷烟厂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其前身为“大英烟草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1919年，大英烟草公司在青岛商河路设驻青岛办事
处，承转海陆运输烟叶任务。1923年，开始生产卷
烟，主要产品有“老刀”“品海”等。1952年1月13
日，烟草公司被青岛市政府接管经营，并于1962年
正式定名为“山东青岛卷烟厂”，青岛卷烟业获得进
一步发展，产品覆盖面广，知名度高，各项经济技术
指标均居国内同行业前列。青岛与上海、天津一道
被称为卷烟行业的“上青天”。

“青岛卷烟也应该被大家熟知，但由于种种原
因，大家并不了解这段历史。”厉永昌感慨道。

“随着旺季的到来，来青岛旅游的游客多起来
了，我也计划着去老城区里展示卷烟，向大家介绍
青岛的卷烟文化！”

游老城

“这位老先生太有范儿了！”里院茶馆前的厉永
昌引得市民和游客一再称赞。

除了“红瓦人”这一标签，“老先生”这一称呼同
样令他引以为傲。

身着长袍，头戴黑帽，手上揣着烟袋，迈着四方
步踱在青岛的老街上，走走停停，感受着老街的变
化，这是厉永昌每天的习惯。午后的阳光洒在这一
方老建筑上，在光与影的交错间，他仿佛是一位“穿
越”而来的老者。

“从4月1日到现在，我每天中午都会拿上我准
备好的道具，走在黄岛路、大鲍岛街区、劈柴院等地，
将老青岛人物形象带给大家。”厉永昌告诉记者。

从学校向北步行约50米便到了四方路街区，
这也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这一段路上不仅有商
户，更有在街边驻足的居民，每每看到厉老先生，总
会热情地与他攀谈一二。“大家都很热情，这也是我
所喜爱的老城生活。”厉永昌激动地说。

每个工作日的12:30至14:00是厉永昌的“演
出”时间。“借此机会也可以去观察观察附近有没有

‘宝贝’可捡。”
“我理想的状态是每周一到周五的道具都不一

样。”厉永昌告诉记者。
或是拿起拨浪鼓收老字画，或是身着牛仔裤、

花衬衣提着收音机播放老歌曲，又或是将木盒挂在
胸前在街上展示青岛卷烟……

不断丰富道具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挖掘青岛文
化的过程。“我所做的一切不仅是出于我对老城区
的热爱，更是对我们那一代人前尘往事的追忆。”

而如今，把这段历史带给大家是他迫切想要
去做的。

诉往事

如何将这段历史呈现在大家面前？

答案或许来源于他所展出的红瓦，或许来源于
他所手制的卷烟，又或许来源于每每出行时他与游
客的交谈……

“有一位从上海来的女士在看到我这身打扮后
十分惊喜，她从来没有在青岛街头见过这种穿搭，
因此与我多聊了几句。”厉永昌回忆着，“我向她展
示了我收集的老物件，她看完以后表示很感兴趣，
我便向她简单讲述了青岛的历史文化，我们随后也
加了微信。”

“本想来青岛感受一下老城气息，但没想到青
岛越修越新了。”在微信交谈中，来自上海的女士告
诉了厉永昌她最直观的感受。

厉永昌的微信名字是“红瓦绿树”，“想要让游
客对你的城市感兴趣，首先我们自己一定要热爱我
们的城市。”厉永昌说。

每天的出行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
来自天南海北，带着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

“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将青岛的文化讲给
他们听，同样，他们也会自豪地称赞起自己的
家乡。”

“一定要让人亲身体验，他们才会对那个年代
有一个具体的感受。”在他眼中，向人讲述故事并不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传递文化的好方式，只有引起别
人兴趣，主动来了解，这才可以说是让人了解了城
市的文化。

当被问及做了这么多事情有没有感到疲惫时，
他说：“能将青岛的城市历史文化带给大家，又怎能
称得上是累呢？”

说罢，厉永昌合上了校门的锁，开启了他今日
的“演出”……

是康有为先生笔下“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可舟可车、中国第一”；是沈从文先生
在游历教堂时所作“我一个人到青岛那个高处的教堂门前，坐在石阶上看云，看海，看教堂石墙
上挂的薜萝”；是闻一多先生在表达对青岛的喜爱时吟出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
坡上，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谁信这个现成的海市
蜃楼，一百年前还是个荒岛？”……

诸多文人墨客笔下的青岛，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在这不仅有光影摇曳的新城风光，更有
历史底蕴丰富的老城风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却深深烙在每一位老青岛人的心中。一代又
一代的青岛人，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刻画、诉说着岛城往事。

厉永昌用独特的方式记录着青岛的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