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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现象级喜剧综艺《开播！情景喜剧》7月
底在东方卫视收官。这部综艺接续了《我爱我家》

《家有儿女》《武林外传》等爆款情景喜剧的序列，
把情景喜剧的新人推给了全国观众。

青岛籍演员徐梓钧发挥出色，与喜剧实力派
演员百乔对戏，演绎了一对互相隐瞒身份的都市
男女，获得了英达、李诚儒、高亚麟、沙溢组成的首
席顾问团导师一致认可。徐梓钧外貌与角色的

“反差萌”获得了观众热捧，也成功展现了她影视
剧之外潜藏的喜剧潜质。

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徐梓钧接到
了一系列影视精品项目的邀约，先后出演了张一
白执导的青春剧《风犬少年的天空》、与同窗关晓
彤搭档的现象级剧集《二十不惑》，在今年的话题
热剧《欢迎光临》里饰演模特小钧，与白百何、黄轩
有大量对手戏。毕业两年来遇上多部爆款剧集、
综艺，徐梓钧表示，自己喜欢尝试不同的作品类
型，从喜剧综艺到影视作品，希望为观众献上演艺
精品。

好角色纷至沓来

《风犬少年的天空》中，徐梓钧不断助攻女主
角李安然和篮球少年刘闻钦的感情，演技颇为给
力；《二十不惑》里，徐梓钧扮演的角色不乏唇枪舌
战，从台词到气势都可圈可点；《欢迎光临》里，徐
梓钧也给出了相匹配的精彩表演。谈及出道以来
出演过的热门剧集，徐梓钧表示这些角色各不相
同，演绎过程中既锻炼了演技，也提升了自己对角
色的理解。“《欢迎光临》是我第一次演模特，之前
都是演学生角色，所以这次我提前做了体态仪态
方面的训练，以贴近角色的需求。以前上高中的
时候我学过模特表演，这次出演《欢迎光临》也勾
起了我学生时代的回忆。”

从校园角色到社会女性角色，徐梓钧毕业后
一路成长，也进入了年度重量级喜剧综艺《开播！
情景喜剧》的视野。作为《超凡的伙伴》剧组女一
号，徐梓钧扮演的“创业美女”君君以一身干练黑
裙造型亮相，与百乔饰演的“正式编”送餐员相亲，
徐梓钧的“倒装句”爆梗笑翻全场。

节目播出后，观众为徐梓钧送上了“高颜值搞
笑女”的称号，“百乔徐梓钧相亲翻车现场”更是登
上了短视频热度榜。徐梓钧表示：“《开播！情景喜
剧》开播之后，网上很多评价都提到了我的反差感，
其实平时在生活里我就有搞笑的一面，可能因为我
是双子座的原因吧。我特别想出演喜剧，《开播！
情景喜剧》虽然是一档综艺，但节目的本质还是表
演，和拍影视剧的区别并不是太大，只是在录制流
程上和表演风格上有稍微的不同。现场观众对喜
剧包袱的反应非常直接，也给了我很大信心。”

期待把新戏带回青岛

作为青岛新生代女演员，徐梓钧延续了“高颜
值、学院派、演技佳”的特色。回顾成长经历，她表
示走上表演道路有点偶然，“高中业余时间去学模
特，偶然一个机会接触到了青岛的一位表演老师，
在老师鼓励下，进行了几个月的表演练习，我就来
北京考试了。”从众星云集的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
徐梓钧获得了众多机会，也迅速感受到了行业的巨
大压力，“没入行的时候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光鲜亮
丽，但是自己踏入了之后感觉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作为高颜值演员，徐梓钧并没有颜值包袱，经
历了众多角色锤炼后，她反而对喜剧颇有兴趣，

“我小时候经常看《武林外传》《我爱我家》，这次参
加《开播！情景喜剧》，在舞台上演情景喜剧，我特
别高兴，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喜剧是很锻炼演
技的一种表演形式，如果有喜剧团队愿意给我机
会，我肯定考虑加入。演出中，你的包袱响了，台
下观众笑了，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代表着你的表演得到了认可。”

闯荡演艺圈的徐梓钧保持着对家乡的热爱，
“我每年回青岛几次，每次都会去第三海水浴场和
八大关，尤其喜欢海边散步。我会对外宣传青岛，
欢迎大家来青岛旅游。”近年来青岛影视产业迅速
发展，在青岛取景拍摄的作品也越来越多，“我很
期待回青岛拍戏，在自己的家乡演绎新的作品。”
随着戏路不断开拓，这位青岛女生将为家乡观众
带来更多过目难忘的角色。

百变徐梓钧
喜剧新方向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出走”的书店
“出位”的美术馆

未来的城市文化场馆必将是复合的生态，制造开放的联结，具备包容与多元的属性——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书店和美术馆，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城市文化场馆，未来究竟
会以何种形态与面貌呈现？青岛正在给出自己的非标准答案。

不是书店首度策划发起的“2022·不是书展”，上周末走出书店
空间，“漂浮”于奥帆中心的海岸，1000平方米的露天平台承载着民
营实体书店的一个全新走向；青岛市美术馆首个“乐动红墙——暑
期音乐季”落下帷幕，也为美术馆的四季音乐趴拉开了序幕。与此
同时，西海美术馆正迎来开馆一周年的首个艺术家个案研究性展
览，中国抽象派绘画的先锋人物丁乙的到来，再度引发这座出自世
界一流建筑大师之手的场馆释放在地性和公共属性的思考；而另一
家本土书店青岛良友书坊，也在十周年生日之际奉上了一拨囊括音
乐与念读、新书与影展的“回忆杀”，坚定地为书店的未来提出多元
且具包容性的更高要求。

当书店向着更具综合影响力的年轻人舞台“出走”，美术馆从传
统的布展空间中“出位”，未来的城市文化场馆必将是复合的生态和
沉浸式的艺术中心，它们制造开放的联结，具备包容与多元的属性，
宣告艺术与书籍在这座城市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和路径。

不是书展？那是什么

整个周末，无惧酷热阵雨，位于奥帆中心情
人坝一侧50米长、20米宽的海上颁奖平台，都像
磁石一般吸引着年轻人盘桓其间。这里不仅汇
聚了全国20余家优质出版、传播品牌，上千种出
版物和原创艺术作品，还有十余位来自不同城市
的独立艺术创作者，现场开启交流互动与沉浸
式体验。即兴戏剧、木刻版画、复古打字机……
与针对书业和艺术发展的严肃海上对谈交织，让
漂浮在青岛黄金海岸的“2022·不是书展”，多了
几分奇幻和浪漫色彩，它被参与者戏称为“一个
书与艺术的海上‘乌托邦’”。

然而，任何浪漫变为现实时都要耐得住一地
鸡毛的困顿和琐碎。青岛不是书店的创始人、人
称“三哥”的张兵林向记者坦言，策划发起“不是
书展”，实际上是想要做出一个书店发展方向上
的大胆尝试，以应对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近年
来连续发生的书店关张潮以及疫情的反复影
响，更加速了计划的实施。

这段时间，张兵林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不
是书展是什么？“三哥”只回答两个“不是”：第一
不是传统意义的图书展览卖场，第二不是已成
泛滥之势的市集模样。他心中的书展理想样本
是8月初刚在北京落幕的ABC艺术书展：流动在
城市的书店和公共艺术空间，新书发布、讲座、对
谈、工坊体验、音乐表演，创造不同艺术门类的开
放的联结，制造复合的文化生态，还有累计覆盖3
万年轻人的人气和规模……

当然，第一次从书店空间“出走”，张兵林并
不做过高奢望，只说先要搭建起一个具有青岛本
土特色且具备一定品质的艺术与出版平台，平台
在艺术领域的探索不设限：音乐、插画、摄影、手
工创作在 1000平方米的场域内全部看得见。但
平台展出的出版物必是口碑之作，还有专注于垂
直内容、新锐独特的独立杂志刊物，更不乏尚未
崭露头角却饱含热情的新人新作……他特别提
到这次参展的来自北京的三名高中生的独创，他
们以“六个北方人”的主题，用图画书的形式描摹
了六座城市，展现浓浓乡愁，那份独特把“三哥”
震撼住了，他意识到，这才是自己想要在书展上
看到的原创，而“不是书展”就是要为这些初出茅
庐的艺术“优等生”提供展示与发展的舞台。

打破的不只是艺术与阅读的边界

最近张兵林与一位网红书店同行聊天，听他
讲到“书店的尽头是直播”，立马怼回去：那么书
店到底是什么？天天搞直播，或许能遇到一本如

同王朔新书的爆款，一时赚得盆满钵满，接
下来呢？实体书店好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了……在张兵林看来，书店真正要做的还是实
体空间，否则将来真要成为稀有行业了。“我还
是比较乐观的，在社会的万千变化中，相信总
会有一部分人回到书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帮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

“不是书展”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更像是
一次“曲线救店”，貌似从书店“出走”，其实并没
有跑题，甚至还隐藏着某种有关书店未来发展
的“野心”布局。与理想范本、北京的 ABC 艺术
书展呈现的初衷一致，张兵林期冀各种非正式
独立出版机构、独立艺术家抑或创作机构、漫画
人、插画家以及音乐家等等在此联结并聚成群
落，它会成为由书店和艺术创作者们共同参与
并推动的一年一度的品牌聚会，这是书展真正
的发展目标。

其实除了持续数年的 ABC 艺术书展，各大
城市类似定位的书展突然间也在 2022年春夏之
际一股脑地冒出来：5月份杭州的良渚文化艺术
中心刚刚举办了首届艺术书展，而 9 月，那里又
将迎来一场定位相似的城市阅读生活节；6 月
份有广州的落日书展，7 月份有成都的 A4 艺术
书展……这些书展或由专业策展机构操刀，或是
由美术馆主导。

“不是书展”或许是国内第一个由一家书店
策展的独立艺术书展了，寻其源头，2005年，独立
艺术展览的美国“鼻祖”纽约艺术书展，也是由一
家名为 Printed Matter 的书店策展的，很快就成
为各路艺术明星云集的时尚打卡地。没想到十
余年来，这一与书籍相关联的艺术聚会形式会
在世界各地野蛮生长，它打破了艺术与阅读的
边界，在实体的空间场馆中实现重新聚合，对于
书店和美术馆这些受到疫情直接冲击的公共文
化空间而言，的确是极大的利好消息。而这或
许也是各大城市纷纷试水的缘由。

这股书展超能力打破的显然不只是阅读和
艺术的边界，或许可以将之看作各地的书店和
美术馆跨界合力倡导一种更具品质的城市文艺
生活的样本。而在青岛，一切才刚刚开始。

书店和美术馆的青岛文艺新生活

上周青岛市美术馆迎来了天津朱莉亚音乐
学院优秀学子的一场专题音乐会，这也是青岛
市美术馆“乐动红墙——暑期音乐季”的第十场
演出。近百年的老建筑制造的混响直达罗马展
厅的穹顶，获得专业艺术群体的激赏，学院的著
名圆号演奏家韩小光直接预约了明年的一场演
出。这也是美术馆“出位”综合艺术展示的初战
告捷。

过去一个月，“乐动红墙——暑期音乐季”连
续推出了10场演出，每每距开场尚有一个小时就
有观众特意等候，除了一楼特设的少量座椅外，
观众们或坐于楼梯，或围绕二层和三层展厅的环
廊，许多此前不识市美术馆真容的市民也按图索
骥，识得这处老城区红墙内别有洞天的院落。据
统计，目前已有近万名观众在欣赏展览的同时感
受到了音乐的魅力。

也是在上周，中国抽象艺术领域最为重要的
艺术家之一丁乙，成为西海美术馆开馆一周年推
出的首个艺术家个案研究性展览的参展艺术
家。开展当天，艺术家本人亲临现场导览，观展
者将之包围其中，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许多人像
是去欣赏交响音乐会那样盛装出席，而将美术馆
周边的光影、海洋以及星空均纳入个人抽象表达
的新创作，也在与这座经典美术馆建筑的合围间
激发出场馆无限的包容性和表现力。相信那天
冒着酷暑盛装亮相的观众在移步易景中一定更

加体会到了美术馆超越“艺术容器”的亲民魅力。
西海美术馆的创始人孟宪伟一直在思考如何

更好地发挥一座滨海美术馆的在地性和公共性，
包括珍藏绘本的借阅在内，一系列与艺术相关联
的亲民的“艺术生产”都在推进中，市美术馆馆长
迟涛也已为美术馆敲定了秋冬季的活动主题，秋
季主题活动将更多回归到美术本身，包括公教和
讲座，冬季则会引入相关的戏剧活动。“重要的是，
要让大家走进来，要让不同层次欣赏需求得到满
足，多元化的艺术形式一定是美术馆的未来。

上周五的傍晚，距离“不是书展”开展不足一
小时，一切才最终准备就绪。张兵林告诉记者，
这场活动也让他感受到了一份不同于以往的聚
力，包括场地的确认和视觉设计团队的无私加
入，还有诸多艺术创作者的支持。这让他更坚信
一点，那就是书店所具有的无法替代的合力。

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青岛看到一场
书店与美术馆的联名秀。

■中国抽象派画家丁乙在西海美术馆。

■青岛市
美术馆中举办
的专题音乐会。

■“不是书展”在奥帆中心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