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里虚拟时光
沉浸体验《骆驼祥子》

“快到骆驼祥子博物馆体验裸眼3D吧”“一个经典传统
的博物馆，居然可以办得如此时尚”……兔年新春，骆驼祥
子博物馆的一面“新颜”引发了游客的热议。沉浸式虚拟现
实场景“老舍·老舍”正式开放，在老舍的老舍里沉浸式感受

《骆驼祥子》，提升了场馆的科技感和沉浸感。骆驼祥子博
物馆馆长王咏表示，文学类博物馆不是简单的网红打卡地，
最为重要的是传承老舍先生的人文精神。所以，博物馆一
直在深度打造“走近老舍”品牌，拉近历史与游客的距离感。

2010年开馆时，骆驼祥子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以文学
名著命名的博物馆；国内在北京、青岛、济南、重庆各有一座
关于老舍的博物馆，骆驼祥子博物馆是第一座引入沉浸式
虚拟现实场景的。这座博物馆也是收藏《骆驼祥子》版本最
多的博物馆，还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文学家的地域作品全集

《老舍青岛文集》（全五卷）。
纵深挖掘并展示《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各个层面的故事，

讲述老舍先生在青岛创作生活的点点滴滴。骆驼祥子博物馆
展示的是经典，也会让游客偶然发现老舍鲜为人知的一面
——老舍竟然还舞刀弄枪——馆内展示了文武双全的老舍
用过的兵器。王咏说，这是游客们在此最为“意外”的观展
惊喜。

疫情之前，每年都有多批海外老舍研究会的学者来博
物馆进行文化交流，很多学者还捐赠了展品。同时，关于老
舍的主题研学，是面向岛城乃至全国学生的一项重要活
动。学者和学生们在馆内感受老舍的旧日时光和文学涵
养，而博物馆的文化氛围也更加浓厚。

在经典中呈现时尚元素，这是骆驼祥子博物馆近年来
提升品质的一种方式，“回溯百年历史，让游客在多维空间
中全面感知文化生命力，使博物馆的文化教育和观赏体验
达到最佳融合。”科技带来的时尚感会吸引更多年轻人。
王咏坦言，在网红墙区域，骆驼祥子博物馆是其中联动的

“网红打卡地”之一，很多去网红墙打卡的游客会找来博物
馆，“疫情之前，我们日均接待量最高的一天是 4000 多人
次。”但博物馆的文学性又让骆驼祥子博物馆不能只是“打
卡地”而已，“我们推出沉浸式场景，可以让游客比较综合地
快速进入老舍在青岛的创作。”这样的时尚，是为了经典更
好地流传。博物馆还在策划《骆驼祥子》情景剧，以剧中剧
的形式，演绎老舍在青岛创作《骆驼祥子》以及作品中的情
节，这也是时尚地融入经典的一种形式。

如果说，作家老舍留给世人的是无形的光影，那么这座
老舍，留给世人的就是有形的光影了。时光流逝，时尚融
入，而“经典”像一个标签，被游客们不约而同地贴到了对骆
驼祥子博物馆的描述里。

正月十五，青岛市美术馆打开了
大学路7号的大门，让流连于大学路
网红墙的游客可以直接邂逅美术之
美；大学路往北再往西的黄县路 12
号，最具人气的老区街道里，骆驼祥子
博物馆引入了沉浸式虚拟现实场景

“老舍·老舍”，在数字潮流里遇见文学
经典，游客感觉“很时尚”。

回溯历史，老舍于1934年来青岛
受聘于山东大学，直至1937年离开青
岛，大部分时间居住于黄县路12号。
在这座老舍里，老舍写下了许多小说、
散文和杂文，其中就有著名的长篇小
说《骆驼祥子》。几乎是同时，大学路7
号黄瓦红墙“包围”中的一系列建筑群
落建成，以三进布局，将三种不同风格
的建筑集中于此，为青岛留下了优秀
建筑群落。

沉淀过了多年的历史文化韵味，
当下的青岛市美术馆和骆驼祥子博物
馆，成为展示青岛文化艺术的公共窗
口，也私藏着每一位来此审美的游客
的文化艺术情结。

如何让游客在艺术之城获得更好
的文化艺术体验，或者说，放进青岛

“推动旅游品质提升”的命题下，文化
艺术场馆要怎样“有所为”？青岛市美
术馆馆长迟涛考虑的是借由“红墙”这
一概念，破题文旅融合，将网红墙的热
度带到墙内，“希望在老城区域形成新
的文旅消费圈。”骆驼祥子博物馆馆长
王咏认为“时尚与经典的结合”是一种
很好的方式，希望老舍的作品与老舍
的“老舍”互补性地将一段不会苍老的
记忆，绵延不断。

从网红墙外到墙内
打开青岛的文艺时光

打开红墙一角
进入美术馆“美的体验”

元宵节上午9时，毗邻大学路红墙的
青岛市美术馆便迎来了第一批游客。与
往常不同的是，他们发现除了鱼山路 37
号的入口之外，还可以通过大学路7号入
口进入美术馆参观。“特别惊喜！”臧女士
带着女儿一早就来美术馆参观，她认为
多开了这一道门，大大提高了入馆的便
捷性。的确，加开大学路 7 号入口，就
是为了让漫步红墙外的游客有更多走
进美术馆的可能。“让网红墙的人流分
流进入馆内，扩大青岛市美术馆的影响
力。”青岛市美术馆馆长迟涛强调，两个
门的开放，还利于美术馆内部商业运
行，在老城区域形成新的文旅消费圈。

在新入口打开的第一时间，迟涛向
通过大学路 7 号门到访的第一组家庭送
上了精心准备的美术馆文创大礼包。这
个大礼包里有美术馆自制的日历、T 恤
等商品，这些商品均为青岛市美术馆
自主研发，提取美术馆的时令、建筑和
馆藏作品的艺术元素，是属于青岛市
美 术 馆 的 一 份 可 以 让 游 客 带 走 的 美
丽。“这套文创作品自春节在罗马展厅
的一楼开始销售以来，受到大家的普遍
关注和欢迎。”

春节期间，不仅有文创商品的“上
新”，伊斯兰展厅正式揭开神秘面纱，这
座始建于1934年的建筑首次向公众全面
开放，在一层、二层展出《凝光溢彩——
青岛市美术馆藏玻璃艺术精品展》。这
个展览集合了美术馆收藏的来自澳大利
亚、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和中
国等十几个国家的二十几位艺术家的近
60 件作品，不仅展现了玻璃艺术的多样
性、审美性和独特性，而且表达了中国及
全球艺术家们对玻璃艺术的深刻认知和
敏锐的见解，呈现了顶级玻璃艺术的视
觉盛宴。被“凝光溢彩”炫花了眼睛的游
客，在展厅一层登上螺旋石阶来到二层
时，又有了一份“豁然开朗”，见识了美
术馆大殿展厅的建筑风景。老青岛和
新游客纷纷表示：“没想到美术馆后面
还有这样的风景！”迟涛介绍，春节期间
来伊斯兰展厅的游客特别多，“太让我们
意外了。”这座极具特色的建筑与世界品
级的展品相得益彰，将常年面向游客开
放展览。

青岛是著名的滨海度假旅游城市和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青岛市美术馆身
处的大学路红墙更是新晋的知名“网红”
打卡地，如何借由“红墙”这一概念，破题
文旅融合，将网红墙的热度带到墙内，青
岛市美术馆正在做出新的尝试。当然，
热度进入墙内，墙内的“花香”也会更加
浓郁。“今年我们开放全部7个展厅，每个
月都会‘上新’。”迟涛介绍，今年美术馆
内还会有多个国家级大展开展，此外，
今后青岛市美术馆还将进一步丰富其
业态门类，打造全新文创空间，实现文旅
消费升级，让观众在美术馆有更好的观
展体验。

多开一扇门，让流量进入美术馆；新
开一座展览厅，让游客看见更多佳品；打
开文创新世界，让青岛美术馆的美被“带
走”到各地……2023年，青岛市美术馆带
来新文旅消费体验。

博物馆里详细展示《骆驼祥子》主题展览。

元宵节一早，迟涛馆长为大学路
7号入口的游客赠送礼物。

沉浸式场景让游客快速进入老舍的创作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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