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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城市文化
发达的标志，很多城市都把公共
图书馆建筑作为城市的文化地
标，国外如被列入世界最佳建筑
设计案例的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市图书馆，中国如跻身北京新十
大建筑行列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二
期工程，跻身上海十大文化新建
筑的上海图书馆，被称为广州七
大新地标之一的广州市图书馆，
这些都体现出公共图书馆在城市
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提升了城市
文化新形象。

实际上，公共图书馆不仅仅
作为一个文化建筑屹立于城市之
中，而且是一个文化中心，发挥
着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功能，
促进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因此，文化地标应当有两层
含义，一个是外在的地标，表现
为建筑物与相关设施；另一个是
内在的地标，表现为组织机构和
功能作用。这两者既相互区别又
相互联系，公共图书馆建筑打上
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文化符
号，其中也表达了各个城市的文
化寓意。而公共图书馆收藏了大
量的代表人类文化遗产的文献，
在传承人类文明和促进文化发展
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书馆
中的文化资源，图书馆员进行的
文化服务，与图书馆建筑形成一
个整体，才真正成为人类为之仰
望的文化宝库和圣殿。

今天，许多城市的公共图书
馆越建越大，越建越漂亮，这本
身不是一件坏事，要从积极的方
面去认识。一方面，它反映了政
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与国家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有关，
整体上国家重视文化的大环境推
动了政府启动公共图书馆建设新
高潮。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到一
定水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要求
越来越高，建设现代化的新型图
书馆适应了大众的文化需求。随
着各地文化大场馆拔地而起，图
书馆的设计、图书馆的形象倍受
关注。图书馆的外观设计在国际
上有很多范例，我们的公共图书
馆在设计上追求新颖性和现代特
征，不仅仅反映了人们对图书馆
建筑美的追求，也反映了图书馆
建筑设计上的不断进步。

客观地看，过分强调公共
图书馆建筑漂亮与否，也会产
生一些问题。一方面，重视外
观设计而轻视图书馆的功能布
局。图书馆建筑不同于其他作
为观赏的文化建筑，其最重要
的设计原则就是实用性，必须
符 合 图 书 馆 的 功 能 和 使 用 要
求。传统图书馆建筑将书库和
阅览室分离是为了达到当时图
书馆的要求，而现代图书馆建
筑 必 须 达 到 藏 阅 一 体 化 的 要
求，必须按照新的功能进行设

计。另一方面，强调图书馆的
建筑美而可能忽略了图书馆的现
代化要求。图书馆建筑有科学的
建筑设计规范，有现代化的要
求，要按照复合型图书馆的特点
进行设计。

因此，我们的大众，我们的
媒体在宣传公共图书馆时，不能
仅仅关注其外在的形态和设计上
的特色，更应当宣传图书馆在文
化上的功能作用。公共图书馆被
称为市民的“第二起居室”“市民
大书房”“第三空间”，既是基本
的和必备的公共文化设施，也是
文化惠民的重要场所；既是一个
关系到城市形象和竞争力的文化
地标，也是一个关系到城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文化软实力。

目前，公共图书馆面临着最
好的发展机遇，一是立法推动，
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公布，2017
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 公布，公共图书馆有了
专门的法律，不仅有利于公共图
书馆建设出现新的高潮，而且有
利于图书馆文化功能的进一步充
分发挥。二是全民阅读的推行，
2018 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倡导全民阅
读 ， 建 设 学 习 型 社 会 ”， 这 是
2014 年以来连续第五次将“全民
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
年 3 月 31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还在网上就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公共图书馆承担推动、引导和服
务全民阅读的使命和职责，全民
阅读的新形势将有力地促进公共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三是新技术
环境，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
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
图书馆广泛运用，将给公共图书
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推动数字
图书馆的建设，智慧图书馆将应
运而生。

公共图书馆面对这些机遇，
应当更新观念，积极主动地适应
新环境和新形势，改善图书馆服
务，加强与媒体、出版发行部门
的合作，共同推进全民阅读，在
国家大数据战略中发挥图书馆的
作用，推进图书馆的转型升级。

（作者为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
理系教授）

新京报“大民大国·40 年 40
本书”日前在北京揭晓。活动旨
在通过回顾和梳理40年里的写作
和出版，向读者呈现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向40年以来
的写作、出版和阅读致敬。

从40年的浩瀚书海里选出40
本书并不容易。新京报从今年春
天开始了书单的筛选：5 月到 6
月，书评周刊编辑部先行提名
800 本海选书单，并邀请不同领
域的学者进行补充；7 月，编辑
部层层过滤，筛选出第二阶段入
围的 300 本书目；7 月 29 日，编
辑部邀请各领域共十余位学者、
作家，通过现场讨论投票、现场

计票产生了 100 本决选书单。书
单产生后，通过线上线下宣传邀
请大众读者和其他专家学者一起
投票，以及国内41所高校学生社
团和21家书店的支持，最终加上
现场投票，统计公布最终的40本
书目。

这些书籍横跨经济、社会、政
治和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首次公
开出版或首次被翻译引进中国大
陆是在1978年及其以后。它们既
是专业的，也在现实中对人们的认
知、审美或社会经济实践等产生过
重大影响，或更新了观念、带来审
美震撼，或推动了社会经济秩序或
法律制度改革。 （文 华）

9 月 21 日晚间，第二季“北京
之夜”周播节目开播及“2022相约
北京”冬奥推介活动在德国法兰克
福举行。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
副总领事孙瑞英、萨尔伯特斯媒体
集团首席执行官赫尔·安德尔·萨
尔伯特斯、德国体育市场营销高级
经理亚历山大·威尔乐，以及参加

“第三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的全
球近百名知名导演、制片、电影投

资人和法兰克福当地各界名流等
百余人出席了活动。本次活动由北
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电
视台、北京冬奥会组委会主办。

第二季《北京之夜》从12月起
每周五晚上，通过德语日播中国
专题栏目《来看吧》，在德国萨沃
电视台、门兴城市视角电视台、莱
茵美茵电视台播出，共播出 52
期，每期30分钟。 （李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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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中庭的“书山”一角
新华社记者 白 禹摄

“中国最美图书馆”“世界上最酷的图书馆”
“全球终极图书馆”——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正式
亮相，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因鲜明的建筑风格，
迅速成为人气极高的“网红图书馆”，吸引读者和
参观者超 200 万人次。前不久，美国 《时代》 周
刊精选了当今全球值得一去的 100 个新景点，滨
海新区图书馆位列榜首，更是让海河之畔的这座
图书馆进入了全世界的视野。

颜值高，成网红

9 月 24 日，记者从北京乘坐高铁，来到了天
津滨海新区图书馆。正值中秋节小长假，中午时
分，图书馆门口已经排起了队，以年轻人居多，
也有不少小朋友和老人。

进馆只需安检，不需要证件，通过速度很快。进
入馆内，随即被中庭的设计吸引住眼球——

层层叠叠的全白色阶梯，从地面延展到天
空，足足有34层。阶梯自然而然构成了书架、坐
席、阅读区，蜿蜒曲折，疏疏密密，无穷无尽，
一眼望过去，仿若梯田，又好似海浪。极具科技
感的视觉效果，让人有置身未来之感，“书山有路
勤为径”“登高望远、求索真理”的隐喻又给人带
来东方美学的意味。

被“书山”围绕的是一个外径21米的巨大球
体，立在中庭正中，意为“滨海之眼”。别小看这
颗“球”，它是整个空间的视觉中心，表面分布着
44万个LED灯，如同眼睛一般与城市对视。它还
是一个报告厅，内部具有环绕立体声和数字放映
功能，有82个伸缩座席，是图书馆开展公益文化
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来了之后感觉比照片
里看到的还要震撼。”从河北特意跑过来的张先生
说。正因为有着独特的设计理念和丰富的建筑语
汇，滨海新区图书馆在开馆后迅速红遍网络，慕
名而来的读者与参观者络绎不绝，日接待量最高
时突破 2 万人次，一到节假日门口更是大排长
龙，周边道路也会因此“瘫痪”，可谓近年来最火
的“现象级”图书馆。

如今，进入中庭，还可见大量人群流连在“书
山”和“滨海之眼”之间。有人拍照留念，有人坐在
阶梯上休息、冥思、欣赏景观，也有人戴着耳机
听音乐、手捧书籍静静阅读。对于不同的需求，
只要不违反规定，图书馆基本采取开放态度。

新设计，新革命

“开阔的空间体验是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天
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建筑分院院
长，滨海新区图书馆中方项目负责人赵春水表示。

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于 2014 年 11 月启动建
设，由荷兰 MVRDV建筑事务所与天津市建筑设
计院、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及其他专项
团队共同设计完成。

无论外方还是中方设计团队都认为，在互联
网时代，以藏借阅为核心的图书馆，在功能上势
必要发生变化。那就是除了承担传统图书馆的基

本运作之外，同时还要为公众生活提供体验式、
探索式、一站式的多元服务。

荷兰 MVRDV 项目经理、建筑师张许慎说：
“我们惯用的设计理念是希望将不一样的建筑功能
混合，产生不一样的空间构成，带来新的化学变
化。滨海新区图书馆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在一
个建筑当中置入一个演讲厅，周围形成像城市客
厅般开放给公众的交流空间。”

在赵春水看来，滨海新区图书馆正是从“阅
读”到“悦读”的空间体验模式上进行的探索。
以中庭“书山”为例，它不仅联系各个功能区
块，满足了基本的阅览功能，同时创造了一个承
载多种活动类型的均质化公共空间，读者的各种
行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下找到适合的场所。

虽然在一些细节上，还存在不少讨论，但是
许多建筑学专家认为，滨海新区图书馆的设计推
翻了公众对传统图书馆的定义，是对图书馆概念
的扩充。“无论如何，滨海新区图书馆以其独特的
中庭，改变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城市文化建筑的
常规印象，是很好的、值得广为传播与研讨的案
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世界建筑》 杂
志社主编张利表示。

固流量，靠实力

滨海新区图书馆以其颠覆传统的中庭设计，
短时间内形成一种网红效应，但这样的网红效应
能够持续多久？吸引眼球之后，图书馆能否继续
吸引大量访客和读者？这些问题，是图书馆界、
建筑界以及媒体都密切关注的。

“图书馆想要吸引大家重复使用的话，还是要
回归阅读的本质。”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馆长张会
凤表示。

许多慕名到滨海新区图书馆的读者，进入馆
内看了中庭，以为就结束了，其实并不是。中庭
只占滨海新区图书馆很小的一部分。

滨海新区图书馆共六层，一层为儿童、老年
人和视障人士阅读区，二层为学习空间和展厅，
三层是中文图书开放借阅区，四层为中文报刊阅
览室和外文阅览室，五层是数字化服务区。目
前，滨海新区图书馆藏图书数量近60万册，包括
外文图书 14150 册、盲文图书 1724 册、古籍图书
21782册。

在儿童阅览室，记者看到不少中小学生正坐
在书桌前安静地翻阅书籍。亲子区里，成千上万
本崭新的绘本，陈列在造型各异的书柜里，供父
母领着孩子阅览。偌大的空间里，一张空椅子都
没有，全部坐得满满当当，一点儿也不比中庭的
人少。“我每周都会来这里，两周借一次书，一次
借四五本。”12岁的学生蔡小小说。

除了传统的借阅室，图书馆内的智能化设备
也是一应俱全。在一楼服务台，记者通过自助办
证机，不到一分钟，就体验了只需身份证、无押
金的超快速办证效率。还有书目自助查询机、图
书自助借还机、图书自助杀菌机等行业内的先进
设备，都给读者带来十分新鲜便捷的借阅感受。

重服务，提内涵

“滨海新区图书馆成为网红，反映了社会对于
新型图书馆空间的一个渴望，也反映了图书馆转
型的必然趋势。”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柯
平表示。

柯平认为，滨海新区图书馆作为一个新型的
图书馆建筑，受到全球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
已经发挥了文化地标的功能。应当利用现有影响
力，进一步走内涵发展的道路，真正发挥新一代
图书馆的功能作用。

“图书馆颜值高，成为网红图书馆，用互联网
思维来说，是绝对有流量的，接下来怎么留住进
馆的人流，就要靠加强内涵建设、提质增效。”张
会凤表示。

开馆一年来，滨海新区图书馆在服务上下了不
少功夫。比如图书馆全年无闭馆日，每周开放 73
小时，远高于法定标准要求。除提供借阅之外，图
书馆还举办讲座、展览、阅读推广等各类读者活动
共491场，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引导群众读经典、读
好书。今年 5 月，在第六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
中，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馆。

2017年底，滨海新区图书馆启动了内涵提升
计划，内容包括适度提高图书采购经费，丰富数
字馆藏资源，增强服务能力，优化调整图书结构
和馆舍功能布局，科学陈设、精细管理等。

对于深受大家喜爱和关注的中庭区域空间，
滨海新区图书馆副馆长刘秀峰介绍，下一步还会
进行优化拓展，充分挖掘“滨海之眼”“书山”形
象设计的品牌价值，积极开展新书发布、阅读推
广等活动。

“我们的目标是将图书馆打造成信息共享空
间、教育学习空间、文化交流空间和休闲娱乐空
间。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助推学习型社会的创
建，逐步将图书馆建设成为国际视野、国内一流
的智慧图书馆。”张会凤表示。

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

做偶像派，更要做实力派
□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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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相约北京”冬奥推介在法兰克福举行

▲绘本区一角 郑 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