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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将正式开馆。

作为“十三五”时期上海文化设施

建设重大项目，上海图书馆东馆建筑面

积11.5万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2层，

开放后可提供座位近6000个，满足每

年200余场讲座、上千场各类学术活动

的文化需求，读者年接待量可达400万

人次。

全媒体时代，阅读的载体、内容和

方式都在发生颠覆性变化，建造大体量

实体图书馆的意义何在？上海图书馆

东馆将如何应对？又将坚守什么？上

海图书馆馆长陈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正面给出回应。这座智慧复合型图书

馆，既是激扬智慧、交流创新、共享包容

的“知识交流共同体”，也是市民乐享其

中的“书房、客厅、工作室”。它坚持“开

门办馆”，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重要

理念，与读者共同打造一座真正的“人

民的图书馆”。

文汇报：近年来，数字技术进步使
得信息获取途径更加开放，阅读供给主

体也渐趋多元，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需

要建大型公共图书馆？

陈超：公共图书馆与街区、公园、广
场等构成了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它为缩

小城市中的文化差距和数字鸿沟铺设

了通道，为广大公众的学习和提高创造

了条件，为老年人、残疾人、境外居住

者、少年儿童以及经济困难人群的文化

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紧张的城市生活

提供了舒适宁静的场所和心灵放松的

去处。这种面向社会的城市公共空间

的作用，并非数字网络能够取代和涵

盖。简言之，今天还需要公共图书馆最

根本的理由是“读者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全球城市图书馆依

然一个个拔地而起。近年来，上海新落

成的浦东新区图书馆、闵行区图书馆、

宝山区图书馆、嘉定区图书馆等，在建

成开放之后都出现了读者量剧增的现

象，说明上海市民潜在的阅读文化需

求很大。

建设上图东馆当然也是上海的需

要。因为无论是加快建设全球科技创

新中心还是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

上海都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世界级

城市图书馆体系。到2021年末，上海

市中心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成员馆已达

255家，服务网点394个，以上海市常住

人口2400万计，每6.1万人拥有一座图

书馆，与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每个公

共图书馆平均服务2万—4万人相比，

我们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而上海市中

心图书馆体系“一卡通”有效持证读者

数已达475.14万人，持证率为19.8%，

虽然在内地各大城市中已属先进水平，

但与纽约的69%、香港的61%、新加坡

的44%差距依然非常大，这与城区图书

馆的数量布点有密切关系。到“十三

五”末，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世界

级城市图书馆体系，上图东馆的建成将

开启全面完善这个体系的新征程。

文汇报：面对全新的阅读生态，上
海图书馆东馆如何回应读者的新需求、

新期待？

陈超：图书馆界必须在新的时代背
景中重新审视理解“阅读”。当前，狭义

阅读正在成为广义阅读，一个大阅读时

代正在到来。大阅读是纸质阅读和数

字阅读复合共存的阅读，也是文字、声

音、图像和视频复合共存的阅读，是一

切信息内容可视化和可感知的阅读，还

是沉浸式阅读、体验性阅读。

面对大阅读趋势和需求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图书馆唯有顺势而为、战略

转型，向“智慧复合型图书馆”发展。所

谓“复合”，不仅仅指图书馆既要提供传

统纸质阅读服务还要满足各种各样的

数字阅读需求，还指图书馆的馆藏建设

要多种并重，图书馆的服务要实现以阅

读为核心前提下的多元丰富，而图书馆

的业务和管理要支撑多种馆藏和多元

服务。

上图东馆的核心设计理念是“以人

为本、开放、灵活、包容、可互动”，80%

的空间将开放给读者。在这里，22个

主题阅读服务空间和智慧文创区及散

布在各楼层的团队研讨室、终身学习

室、阅读静音舱，提供全年龄段、普惠均

等，同时兼具精准化、个性化的公共文

化服务。借阅、展陈、活动和全媒体服

务无边界融合的服务模式，为国内图书

馆界首创，将传递“阅人、阅城、阅世界”

“读文、读艺、读科技”的阅读意境。

而智慧化贯穿了上图东馆建设全

过程，包括智慧建筑、智慧服务、智慧业

务、智慧管理。上图东馆在国内图书馆

界首创的全预约服务系统实现借还书、

座位、活动、空间等智能化预约，并根据

读者偏好进行个性化推送；24小时全

天候自助借还系统可做到预约取书、不

停车还书；搬运机器人、盘点机器人实

现无人环境下的图书智能管理与服

务，机器人馆员提供导引、借还、咨

询等人机互动；首次引入按需打印，

更好地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此

外，上图东馆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

AR/VR/MR等技术手段和信息发布系

统、全媒体信息系统、室内导航系统等，

将物理空间、虚拟空间与资源服务、信

息服务紧密融合，增强读者沉浸式阅读

体验和互动环境。

文汇报：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哪
些是公共图书馆应该牢牢坚守的？

陈超：面对新技术的快速迭代、阅
读生态的重塑与变革，以及东馆开放后

的多馆舍运行等，上海图书馆将在服务

范式和管理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但无论如何，公共图书馆“传承文明，服

务社会”的初心不应改变，公共图书馆

“保存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识”的重

要职能不应改变，公共图书馆“多元、平

等、包容”的核心价值不能改变。

具有70年历史的上海图书馆一直

定位于研究型公共图书馆。未来，淮海

中路馆舍将通过逐步改造调整，进一步

加强面向机构和读者的专业化、知识

化、研究型的现代图情服务，努力转型

为新一代的服务专业阅读的学习和学

术中心。东西两大空间在黄浦江两岸

交相辉映，携手大力营造书香社会，形

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上海是一座人民城市，上海图书

馆东馆是一座人民的图书馆，满足人

民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是我们图书馆人永

远的使命！

■本报记者 李婷

真理光芒耀申江——马克思恩格斯手
稿与上海红色风华展

作为开馆大展，该展览围绕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传播与
中国化的伟大历史，展出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藏
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相关手稿文献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的手稿文献，结合上图馆藏近现代文献、老照片、唱片、
版画、招贴画等特色馆藏资源进行相互印证，重点揭示上
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红色基因的传承发展，从红色文献的角
度描绘上海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前沿重镇的红
色风华。

“典册琳琅”馆藏精品馆常设展

上海图书馆是海内外重要的藏书机构，现藏中外文献
5700余万册 （件），其中古籍善本、碑帖尺牍、方志家
谱、西文珍本、名家手稿以及近代档案、图书、报刊等历
史文献尤具特色，典册琳琅。

这是上图馆藏精品的首次长期集中展示，系统展示从
纸间书写到勒石传拓，从古代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近
代的铅印、石印等技术更迭下的文化传播之路，带领观众
从典籍文献的视角解锁文明的传承密码，侧面展示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勾画人类文明发展的浩瀚长卷。

其中，展出的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写本《维摩诘
经》为敦煌遗珍，是上图最古藏品。宋刻本《长短经》、
《张丘建算经》，宋拓本《许真人井铭》、《颜氏家藏尺牍》
等皆为孤品。首部 《台湾府志》、金陵版 《本草纲目》、
《汪穰卿师友手札》、《刘平国摩崖》最善拓本以及整理新
发现的上海已知最早全部采用石印的出版物《法兰文字》
等都是第一次面向市民展出。

金山姚氏捐赠文献展

姚光是近代著名学者，也是江南知名藏书家，生平聚
书五六万册，十余万卷。他的藏书，不以书为古董，而是
为读书、著述服务。日寇入侵，复庐藏书部分损毁，1950

年5月，姚光之子昆群、昆田兄弟将劫余部分无偿捐赠上
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转入上海图书馆，成为该馆建馆
伊始重要的藏书来源，陈毅市长曾撰文予以嘉奖。本次临
展展出金山姚氏旧藏善本，藉此向以姚光先生为代表的众
多捐赠者表达崇高的敬意。

上图东馆开馆重磅展览

上海社会科学馆
全国第一家面向市民开放的社会科学馆，实现了社科

界学者、学会、学术成果的联合。这里推出的“来自特里尔
的问候——卡尔 ·马克思生平展”，介绍马克思的思想成长
过程及其理论建树，再现伟人不平凡的人生轨迹。

手稿馆
以首展“海上文韵——夏衍手稿文献展”为主线，结合

夏衍《祝福》《林家铺子》电影剧本手稿，陆续开展一系列读
者导览、讲座沙龙、读写互动等阅读推广活动，将手稿这一
上图特藏推向台前，使得独具特色的专业服务更大众化，更
贴近普通市民。

家谱馆
首展“名人谱萃——中国名人家谱展”展示孔子、归有

光、钱钟书、贝聿铭、包玉刚等馆藏名人家谱，多媒体互动展
项建立在上图开发的“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基础上，展
现数字人文研究成果。

美术文献馆
“石不语——碑帖艺术与建筑文化”展融合科技创新和人

文主义，带读者体验碑刻传拓非遗技艺和VR互动，发挥公共图
书馆美育的重要功能。

特色主题阅读服务空间
（部分）

上图东馆的核心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开放、灵活、包容、可互动”，80%的空间将开放给读者。

(本版照片均馆方供图)

▲借阅、展陈、活动无边界融合的服务模式，为国内图书馆界首创。

 智能书架在公测期间吸引了许多小朋友的目光。

坚持“开门办馆”，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重要理念

上图东馆开馆！与读者共同打造真正的“人民的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