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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升级
趋向生动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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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何处寻一方精神休憩地？
位居湖北路上的青岛文学馆让来青公干的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高
洪波惊叹不已：没有想到青岛这座城市有
这样一处院落，不仅仅保存与见证着青岛
文学的发展，也让外来者能够深入城市肌
理触摸一方文脉与传承。现如今的青岛文
学馆刚刚历经重装与升级，更改的不仅仅
是物理空间上的诸多变化，更是一场文学
空间经营七年以来的回望与重设——青岛
文学馆3.0，再度以不可或缺的姿态进入并
影响着城市文艺生活。

作为全国首家城市文学馆的青岛文学
馆创办于2011年，这次调整，已经是它的第
二次升级，变化何在？在青岛文学馆主理
人冷艳看来，第一次升级是2015年由寄居
地栈桥王子酒店的大堂，搬迁至现今的湖
北路5号独立老建筑，作为国内文化空间第
三次迭代前的产物，当时的它已经向文化
创新迈出了一步，但整体格调仍在于强调
空间文化价值，兼及一点休闲性；这次调
整，对文化属性的坚持依旧没有改变，只是
同时开始探寻空间的美感与生动性对文化
传播的意义，用了些力气打造的植物庭院，
在一定程度上是青岛文学馆从文学研究到

“文学花圃”转变的象征，展墙上的文献、书
架上的图书，以及推出的沙龙活动，都开始
尝试消解纯学术的严肃面貌，趋向一种生
动与多元。

“第一次升级带来了独立空间、实施馆
藏计划的可能，以及各种学术交流的机会，
七年来，努力与成果已然有迹可循；但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运行成本的增加，以及
因资金问题而导致的拘谨与保守。遗憾或
者说需要检讨的是，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
机构，这些年文学馆在经营上始终游离在
市场逻辑之外，姿态模糊，以致被外界普遍
看作是非营利性公益机构。2020年开始的
漫长的疫情期又叠加了考验，生存处境不
可谓不艰难。”而这一次的投入调整，对文
学馆原有内容版块做了新的归置和解读，
在总空间体量不变的前提下加大了层次，
譬如一楼图书部分进一步丰富并突出了本
土性；将负一层的放映室重构为复调空间，
兼容电影沙龙和作者画廊；院子拆除了花
箱隔断，增容空间的同时多了些花园气质；
吧台重置，有了酷酷的咖啡机和资深的咖
啡师……已不难看出其中包含的经营意
图。从自身看，文学馆需要明确空间“文
化+商业”的属性，修复发展。同时也需要
融入到西部老城复兴的格局中，面对周边
新建休闲空间的不断兴起，重新思考自己
的过去与未来。

作为青岛文艺地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处打
卡地，青岛文学馆也在严肃的文学艺术与热衷
打卡晒照的“到此一游”间探寻平衡。在冷艳看
来，青岛文学馆和良友书坊“播种理想”的文化
旨意是一脉相承的：良友书坊更重视本土艺术
历史的梳理与呈现，而文学馆专注于梳理与呈
现本土文学历史。“我们一直希望它的存在，对
本土市民而言是一个可兹进入的城市文艺生活
的现场，对外地游客而言，则是一个探看青岛文
学与历史的入口。”

只是吸引人来拍照打卡，自然不是理想；因
为文学和文化，最重要的旨归是影响和滋润。
但我们也并不反对来这里拍照打卡，愿意把文
学作为背景，本身就是一种认同和取向，一种愿
意靠近的姿态。冷艳坦言，在过去的时间里，也
确实看到，有不少年轻人最初只是来这里和书
架或者展品拍了个照，后来慢慢就参与到各种
阅读和文化沙龙中来了。所期待的平衡大约就
是，在拍照打卡的同时，更多人能对空间完成更
充分、深度的体验，其中或许就有一条隐藏的线
索，让你由此靠近甚至爱上文学。

作为文学艺术群落的集聚地，近来文学馆
的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活跃、摩登的姿态，比
如美谈沙龙、探戈舞会等，这些活动内容的设置
也在彰显着着文学馆升级之后的新变化。对于
文学馆的功能定位，文学展览、文学研讨会、阅读
推广、电影沙龙，是其之前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在
一个正统又偏于狭窄的文学路线上展开的。很
显然，青岛文学馆的专业积累和学术资源远不至
此，大家对文艺生活的需求也远不至此。调整后
的文学馆，在保留原有的沙龙活动之外，新推出
的“美谈”版块为美学沙龙，“玩乐”版块包括音乐
沙龙和庭院舞会，“约会”版块为小型私人沙龙，

“青潮”版块为青年文艺私聊会……这一切的发
起，及随之而来的活跃度，都已彰显出城市文学
对生活美学的传达极富热量。

冷艳认为，当下沙龙内容和形式的多元，从
根本上说是围绕着文化需求的多元进行的。纵
使不能指望所有人都热爱文本化的文学，但大家
可以靠近生活化的文学，在文学的氛围里，进行
更多义的自我呈现——或可以说，文学的价值也
正在于它的多义性，而非学术范畴的单一性。

良友书坊中心店、塔楼1901店，和青岛
文学馆在不大的区域内呈现出鼎立之势：开
办于2012年的中心店是良友书坊的第一家
实体空间，它强调良友书坊对自己做“青岛
海派文化的倡兴者”的定位，整体空间呈现
像是对良友书坊多年专注于本土人文图书
出版、城市艺术史梳理、城市历史研究与保
护等后台工作的呈现与转述，以艺术展览、
咖啡、图书为关键词；塔楼1901店于2017年
开放，空间相对开阔，除了自身在历史建设
美学上更具观瞻性，这里容纳了较多品类的
图书、文创、独立设计师品牌，出品咖啡和简
餐，也承担了艺术课堂、图书签售会、文化讲
座等沙龙职能，是一份生动的城市声色。青
岛文学馆同时也是良友书坊学术研究工作
的后台，这大概也是它“学术机构”气质无法
剥离的原因；它有文学的天然寂静感，王统
照、老舍、闻一多与沈从文等在这里布下城
市之诗，而独立院落和地下一层的空间会弥
漫出“小径分岔”的意味，哪怕是你端起一杯
咖啡，也极容易想起海明威，或者想起自由、
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倡导独立，拒绝复制；保持互动，彼此
补充，是我们对三个空间在文化关系上的期
待。”冷艳表示，譬如青岛文学馆此前在空间
不足的情况下，有些展览如林莽、欧阳江河、
尤凤伟的文学文献展，是在良友书坊中心店
做的；有些沙龙则是在塔楼1901店进行的。
而《王音·水彩课》的艺术展，也曾让水彩作
品进入青岛文学馆的展区，完成一场与“鸥
鸣——青岛文联的‘早春岁月’”文学文献展
的跨时空对话。而至于到访者，恰恰是三个
空间保持互动的最好体现，或者说是介质。
每个人的第一次到来有不同理由，三个不同
的入口，但接下来的可能性，往往是开始全
面参与到三个空间中来。“而我们也无比乐
意见证，无论是这个城市的常居者还是游
客，可以在这里遇到青岛艺术和文学的生
动，可以感受到青岛多维度海派文化的气
息。”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青岛文学馆供图

3.0

“拍照打卡”
由此探寻深度体验

不同入口
多元接驳海派文化

进
入
城
市
文
艺
生
活
现
场

青
岛
文
学
馆
一
隅
。

走
进
青
岛
文
学
馆
，触
摸
青
岛
文
艺
生
活
。

周
刊

15星
光
岛

20222022年年88月月1919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责编：周洁 美编：李萍 审读：李伟青岛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