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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老”建筑活化出新“故事”
“万字会旧址活化利用项目”成为首批山东省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十佳”案例

让“老”建筑在保留历史原味的基础上，活化
出新“故事”，成为彰显一座城市文化的“名片”。
现为青岛市美术馆的“万字会”旧址近些年来正在
成为这样的“名片”。

2023年12月，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
“山东省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十佳案例”，青岛“万字
会旧址活化利用项目”成功入选。

从打卡知名地标大学路“网红墙”，到“打开”
红墙之门进入艺术空间，游客们在记载着青岛文
化历史发展的老建筑里，邂逅藏在建筑里的故事，
参观专业的展览，参与跨艺术门类的活动，消费年
轻态的文创……正如馆长迟涛所言，“青岛市美术
馆作为一类公益性事业单位，全年免费对外开放
300天以上。依托其在历史城区优越的地理位置，
我们积极发挥公共文化职能，丰富文化服务形态，
努力做成‘城市的艺术客厅’。”这份努力，让“万字
会”旧址在历史空间里保持了特色标识和公众的
时代记忆；在青岛市美术馆的牌匾之下，历史文化
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正在努力实现永续传承。

有故事的“最美网红打卡地”

2021年，九旬长者丛兆桓又回到青岛市美术
馆抚今追昔。作为著名昆曲艺术家到访，是客人，
也是主人。他的爷爷丛良弼，耗尽半生心血、历时
七年完成了旷世之作——青岛“万字会”旧址。丛
兆桓站在旧址院落中央的八角攒尖亭环顾这处延
续近百年的风雨故园，与友人分享曾经私属于自己
的那个房间，“连楼梯的木头和门槛都没有更换。”

活化利用，首先意味着要因地制宜地对文物
古建筑进行保护。丛兆桓看到的“庭院依旧”，恰
是青岛市美术馆秉承“修旧如旧”原则，对老建筑
进行修复保护的结果。

作为青岛市的优秀历史建筑，“万字会”旧址
始建于1934年—1940年。它将罗马柱廊式、中国
宫殿式、阿拉伯式三种迥异的建筑风格汇集一身，
呈现出独特的建筑特色，不仅具有历史文化沉淀
的厚重感，更是备受游客喜爱的游览胜地。建设
之初由中国本土的建筑设计师刘铨法和王翰设
计，初始的建筑为典型的轴线式布局，建筑的斗拱
飞檐用钢筋混凝土制作，是为当时国内首创。整
个建筑群落的保存现状依然完好，2006年被国务
院命名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美术馆入驻之后，对这里精心维护，配备了
符合规定的设施设备，百年老建筑，重新焕发了生
机。”迟涛介绍，在基础条件方面，对所有建筑和展
厅内部实施了保护性改造。同时在不损害建筑本
体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利用，最大可能地扩容场馆
面积：全新的伊斯兰展厅已作为青岛市美术馆的
馆藏常设展厅开门纳客，观众可沿罗马展厅前行，
贯穿整个美术馆的建筑院落群。原有的配房被改
造升级为图书空间、手造体验空间、文创空间和贵
宾室等。同时启动地下消防系统升级，对消防管
网进行彻底改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术馆的外墙，作为知名
地标，青岛最美“网红墙”见证了青岛文化的发展
与繁荣。“2023年5月我们再次对这里进行了维护
施工，与施工单位一起，进行了严谨的论证，并使
用了国内先进的施工工艺，网红墙以全新的姿态
出现在大家面前。”现在的美术馆已经成为设施齐
全、功能完善的文化地标，连续两年被授予青岛市

“最美网红打卡地”。

老建筑变身“城市艺术客厅”

美术馆里跨界举办多门类艺术活动，老建筑
变身“城市艺术客厅”。“丰富文化服务形态”让青
岛市美术馆讲述城市文化故事更加多姿多彩。

美术馆积极引入高质量的展览，全年展览频
上新。仅在 2023 年青岛市美术馆就成功举办了

“韩美林生肖艺术展”“丹青赋彩新时代”等具有重
要影响和良好口碑的展览。同时，伊斯兰厅做为常

设展厅，近百年来首次向观众揭开了神秘的面
纱，观众随时可以走进美术馆欣赏“凝光溢彩”玻
璃展。艺术家韩美林在青岛办展后感慨：“青岛
人民对我太好了。这次生肖展观众如织，大家这
样喜欢我的作品，我也很感动。希望除了生肖题
材以外的作品今后也能来青岛跟大家见面。”他
为青岛留下了青铜雕塑作品《母与子》，让老建筑
里的艺术展示增加了一件重量级展品。

“我们以多种艺术推广形式面向公众开展
艺术普及教育。美术馆举行过诗歌、文学、戏
剧活动，惠及全年龄段，从学龄前到银发族皆
能参与其中，充分发挥了美术馆的公共文化服
务职能。”迟涛举例说，“乐动红墙——暑期音
乐季”是2022年推出的艺术品牌活动，“这次活
动也是借由我们建筑本身的特点所推出的。
罗马厅的穹顶让这座本身就是一个纯自然声
的演奏厅，无需借助任何扩声设备，即可满足
不同频段声音扩散要求和声场混响时间要求，
达到理想的声学效果。”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
两届，直接参与人数超过10000人次。

迎接崭新的2024年，崭新的诗剧《铸剑》在
美术馆罗马厅演出，原著作者王东东特意从山
东大学威海校区赶至青岛，一睹诗剧作品具象
化的表达。“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首诗，搬上舞台
之后变成了一部剧、一出戏。尤为特别的是，此
次演出是在青岛市美术馆上演，带来极为特别的
观演体验。戏剧有着一定的参与度，在公共场所
进行演出，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受众更广，也
是公共艺术空间一次有益且有趣的体验。”

“美美与共”更多交流更加年轻态

在老建筑里为青少年埋下艺术的种子，培
养一代代艺术观众。青岛市美术馆还以做好
青少年的美育工作为己任，孩子们在这里办画
展、写生、参加公教活动，在这里感受艺术之
美、建筑之美。近年来，不仅有本土学生团队
来此做建筑主题研学，来自广州的设计师团
队、澳门艺术设计界的人士，也把这里作为研
学中国建筑之美的首选地。

美术馆试水文创设计，也从年轻人消费团
体入手。“依托我们建筑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
美学风格元素，我们探索开发具有美术馆特色
的文创产品，24节气的明信片记录了美术馆每
一个动人的时令节气。”红墙转角的系列产品记
录着年轻人“打卡”的乐趣，“印章角”满足年轻
人的“印章文化”需求。2023年，青岛市美术馆
还与小小喵扎特展开了全面多元的合作。青岛
市美术馆的明星猫“元宝”和非常有亲和力的IP
形象喵扎特成为了一对好朋友，并以此为契机
开发了丰富且具有青岛美术馆特色的文创产
品。同时，通过喵扎特在年轻人群的广泛的影
响力辅以生动有趣的传播方式，介绍美术馆的
特色建筑、丰富藏品和文化底蕴，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这一件件小小的物品时尚与艺术兼顾，
价位和品质双赢，成为进馆观众的心头好。

2023年有近50万人次走进了青岛市美术馆，
比2021年翻了一番。全年公教活动80多场，是
2021年的四倍数，最高单日进馆7000人次，刷新
了美术馆单日观众参观量的最高纪录，近百所学
校组织到馆集体参观，很多是从呼和浩特、日照、
烟台等地远道而来……这些数据都实现了青岛市
美术馆自2006年建馆以来的历史突破；这些数据
也展示着这座老建筑讲述新故事的强大能力。

变化的是不断更新的高品质展览、一年四
季丰富的公教活动；不变的是文物建筑所承载
的历史、凝结的时光的美感。迟涛表示，“相信
走近红墙，走入美术馆独具风格的院落，欣赏
院内优秀的建筑——这些和我们常年举办的
高品质展览、我们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相互辉
映。一定会让未来的美术馆的功能价值得到
充分释放和更好的提升。”迟涛馆长为学生团队讲述美术馆的建筑故事。

罗马厅的穹顶之下，有艺术之美，也有音乐律动。

美术馆的外墙是青岛最美“网红墙”。

伊斯兰厅近百年来首次向观众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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