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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2014 年 9

月， 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厅在复兴中路

正式启用，有着 135

年历史的上海交响

乐团有了属于自己

的音乐厅。 音乐厅

由日本建筑声学专

家丰田泰久和设计

师 矶 崎 新 协 力 打

造， 具有世界一流

音 乐 厅 的 声 音 效

果。 图为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内景

荩2016 年 ，位

于虹桥地区的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对外

开放运营。 8.35 万

平方米的空间 ，不

仅缩短了排练和演

出、 毕业和上台的

距离， 更缩短了百

姓和舞蹈艺术的距

离（视觉中国）

茛上海少年儿

童 图 书 馆 新 馆

2018 年 12 月 18

日正式开工。 它坐

落于普陀区长风商

务区的长风一号绿

地内。 图为上海少

年儿童图书馆新馆

效果图

荨2018 年，随着首届进博会的开幕，被亲切地称为“四叶草”的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惊艳了全世界（摄影：刘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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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从哪里来？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随处可见的文

化设施。 当它们深入城市肌理，甚至和

市民只有一条马路的距离，文化成果就

变得触手可及。

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上世纪末到

本世纪初，上海是依靠填补空白、拾遗补

缺来满足市民迫切的、 最基础的文化需

求，那么新一轮上海城市文化设施建设，

则重内涵、重品质、重功能、重社会效益，

往相对均衡的整体布局继续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之后，上海全面布局、持续推进文化设

施建设， 沿浦江两岸形成东西两翼，为

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打开了物理

新空间，提升了城市的人文温度。

【 东进 】

浦东是创新的热土，

也是文化的热土

“东进”，是近年来上海文化设施的

一个关键词。曾经有业内人士感叹：浦东

有 1400 多平方公里、500 多万人口，如

果浦东的文化设施没有跟上来， 那么上

海只能称得上 “半个国际文化大都市”。

2015年，在浦东开发开放 25 周年之际，

“文化东进”序幕拉开，目标很清晰：这里

不仅是创新的热土，也应是文化的热土。

2017 年 ，新建 、在建 、完工的市区

两级重要文化设施中，有超过十项选址

浦东，按照地区和功能分别分布在浦江

沿线、花木、北蔡和临港新城，着力破解

这里一度存在的文化设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瓶颈。 其中，包含了上海大歌

剧院在内的世博文化公园、落子小陆家

嘴最后一块一线江景位的浦东美术馆、

以及由原先的采石场、堆沙场、老船厂、

小工厂转换而来的“船厂 1862”老厂房

剧院、 民生码头 8 万吨筒仓展馆等，被

定位为浦东滨江岸线沿线的重要文化

空间；上海图书馆东馆、上海博物馆东

馆建成之后， 将与周边的东方艺术中

心、上海科技馆一起，形成一处文化集

聚区；浦东青少年文化中心、浦东群众

艺术馆、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中心

建成之后，将成为浦东文化公园的重要

组成部分；建成后的上海天文馆、上海

海昌海洋公园，则将丰富滴水湖景区的

文化内涵。

2018 年 4 月， 浦城路上的陆家嘴

融书房开门，仅之后的四个月里就接待

近 6000 人参与各类读书分享活动，和

同样在去年开张的浦东图书馆学习书

房、张江科学城书房、临港大隐湖畔书

局等一起，组成了新型文化体验空间。

【 西拓 】

一批全新文化设施
点亮版图

而在与浦东隔江相望的浦西，五年

来，一批对标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全

新设施点亮了文化版图，更满足了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经过科学细致的论证、选址、设计

和建造 ，2014 年 9 月 ， 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厅在复兴中路正式启用，有着 135

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有了属于自己

的音乐厅。音乐厅由日本建筑声学专家

丰田泰久和设计师矶崎新协力打造，具

有世界一流音乐厅的声音效果。音乐厅

的启用， 使得上交有条件将过去每年

160 场的演出数量提高到 300 场，从而

得以在音乐普及上做更多探索，把更加

多元的音乐作品介绍给观众，拓宽观众

的视野。

同样是在 2014 年， 龙美术馆西岸

馆和余德耀美术馆在龙腾大道建成开

放，拉开了徐汇滨江集聚艺术展示空间

的大幕。 此后短短几年间，沿着龙腾大

道，由点及面，一个艺术群落逐渐形成。

这些充满生气的艺术场馆，托举起了近

年来上海多个一流甚至现象级的艺术

展览， 比如瑞士现代雕塑大师阿尔贝

托·贾科梅蒂中国首个大型回顾展、丹

麦视觉装置艺术大师奥拉维尔·埃利亚

松的中国首展“无相万象”、美国潮流艺

术教父 KAWS 的亚洲首次大型个展

“始于终点”、 英国知名雕塑家安东尼·

葛姆雷的中国首个重要展览“静止中移

动”、 玛格南图片社两位摄影大师布鲁

诺·巴贝和伊恩·贝瑞的展览等。

2016 年， 位于虹桥地区的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对外开放运营。8.35 万平方

米的空间成为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

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及附属舞蹈

学校的家， 不仅缩短了排练和演出、毕

业和上台的距离，更缩短了百姓和舞蹈

艺术的距离。 中心包括一个 1080 席的

大剧场和一个 298 座的实验剧场，仅在

三个多月的试营业期间， 上演的 15 部

剧目、40 余场售票演出， 就吸引了 3.5

万余人次观众。

2018 年，随着首届进博会的开幕，

被亲切地称为“四叶草”的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在全世界面前惊艳亮相。实际

上，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单体和会展

综合体在 2014 年已经启用；未来，上海

虹桥机场附近这只巨大的蝴蝶将成为

上海最重要的会展场所之一。

【 激活 】

老场馆融入文化发
展新蓝图

新场馆不断涌现的同时， 那些有

着深厚历史积淀的老场馆也被渐次激

活， 融入了新时代上海文化发展的新

蓝图。

2015 年底， 位于南京西路黄陂北

路路口的原上海美术馆被选定为上海

市历史博物馆新址。 经过修旧如旧的

保护性修缮之后 ， 该馆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试运行，以两座遗址博物馆 (上

海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 上海崧泽遗

址博物馆)和两个历史博物馆 (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四

馆合一的崭新形象亮相，全面展现上海

城市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节点和

重大革命历史事件， 于 2018 年正式全

新开放。

2018 年 ，承载着百年 “戏码头 ”历

史，凭借人民广场周边 1.5 平方公里区

域内每平方公里 14 个的剧场密度，“演

艺大世界———人民广场剧场群”重新亮

相。这是一个“老中青”齐聚的演艺大家

庭， 其中 88 岁的中国大戏院曾经在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汇聚马连良、 盖叫天、

梅兰芳等南北名伶，如今已转型升级为

世界名团名剧的中国首演地；经过修缮

的逸夫舞台侧重传统老戏演出，继续为

老戏迷服务；修缮后的长江剧场是提供

给新编导、新创意的小戏舞台，具实验

性和先锋性。

新与旧交融，历史与未来相逢。 当

城市文化空间发展新格局逐渐形成，上

海，是一座幸福的城。

为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打开新空间

本报记者 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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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2017 年 8 月，刘海粟美术馆新馆正式开馆（视觉中国）
荩2018年 4月， 浦城路上的

陆家嘴融书房开张

荩 2018 年 12

月，位于长海路 366

号的杨浦区图书馆

新 馆 正 式 对 外 开

放，新馆前身“旧上

海市图书馆”，由当

时著名的建筑师董

大酉设计。 图为杨

浦区图书馆新馆建

筑二楼经过修复重

新亮相的“孔雀门”

荩2014 年 ，龙

美术馆西岸馆和余

德耀美术馆在龙腾

大道建成开放 ，拉

开了徐汇滨江集聚

艺术展示空间的大

幕。 此后短短几年

间，沿着龙腾大道，

由点及面， 一个艺

术群落逐渐形成 。

图为由原龙华机场

大机库改建而成的

余德耀美术馆

近五年来上海文化设施形成集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