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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截至去年，全市备案博物馆总数

158家，较10年前增长39%
美术馆

截至去年，全市备案美术馆总数96家，
稳居全国城市首位，并实现16个区全覆盖，

较2016年增长31.5%
剧场

去年上海全年营业性演出

38366场

“‘二刷’上图东馆，惊喜满满！”这

是市民“王小猫”在小红书上留下的感

慨，也是参与上海图书馆东馆（以下简

称“上图东馆”）读者公测后许多市民

的心声。

与上海这座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

都市相匹配的“文化地标”应是什么

样？公测阶段的上图东馆用硬件设

施、智慧服务与充满温度的人文策展，

给出了阶段性回答——是服务人民

的，是不忘本来的，也是面向未来的。

如果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那么以剧场、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地标，是灵魂的

景观符号、载体容器，更是灵魂的有机

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浦东美术馆、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等一批高颜值文

化地标密集落成，这些“网红打卡点”

也成为“上海文化”的金字招牌；上音

歌剧院、刘海粟美术馆新馆、广富林遗

址公园等一批富有历史积淀与人文温

度的文化地标开门迎客，则成为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绝佳载

体；而上海天文馆、上图东馆、上海博

物馆东馆（以下简称“上博东馆”）、上

海大歌剧院等世界级文化地标的相继

开放、加紧建设，则为上海下一个十年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文化滋养。

借由这些新地标次第点亮的上海

文化版图，人民城市“在者舒心、来者

倾心、未来者动心”的诗意栖居图景，

徐徐铺陈眼前。

新文化地标彰显国际文
化大都市的超前理念

在一批“新生”的文化地标中，最

受瞩目和激动人心的，莫过于上图东

馆、上博东馆与上海大歌剧院这三大

世界级文化设施。上图东馆、上博东

馆集聚花木地区，前者于9月28日正式

运营，后者预计将在2023年第四季度

建成开放。上海大歌剧院已进入大、

中、小厅的上部结构施工，这把“中国

扇”将在浦东世博文化公园展露新颜。

三大文化设施之所以令人瞩目，

因其代表着文化建设的大规模“挥师

东进”，助力浦东“打造新时代文化品

质城区”；之所以激动人心，因其展现

着上海对标中国最好、国际一流，完成

的新一轮城市文化建设的超前理念与

非凡气魄。

回溯每一个时代进程，上海的重

大文化设施布局、定位均有超前的理

念与规划。如今，引领一座城市文化

艺术发展的接力棒，交到了一批新文

化地标之手。

超前理念首先是规模上的。作为

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馆，上

图东馆总建筑面积超过 11万平方

米。相较上一代图书馆围绕藏书核心

功能的建设，上图东馆将80%的空间

面向读者开放。这意味着，其近6000

席的坐席数较本馆翻了两番多。

超前理念也体现在定位上。上博

东馆有着建设“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

艺术博物馆”的雄心，构建海内外体系

最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而

这份雄心，是已有的百余万件精品馆

藏文物给予的底气，也是着眼“智慧博

物馆”，建立面向公众的数字资源库的

开放共享的美好愿景。

超前理念更融汇于引领、带动文

化产业的长远愿景之中。上海大歌剧

院提出“十年领先、三十年不落伍、五

十年成经典”，筹划之初就围绕国内乃

至亚洲首个按歌剧艺术全产业链要素设

计建造，实现“演、创、制、教”四大核心功

能，助推上海大歌剧院朝着全球歌剧演

出场次最多、歌剧式样最全的剧院进发。

打造“公共文化客厅”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天文馆，正式开

放一年多来，上海天文馆始终“热力”不

减。最大限度令各类人群在这一公共文

化场域各得其所、各有收获，或许就是践

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文化地标应有之义。

过去十年，上海大力推进文博美术

场馆设施建设。据统计，目前拥有备案

博物馆、美术馆达到254家。这意味着，

上海平均不到10万人就有一座场馆。

而这些场馆，也成为这座城市的人民热

衷畅游的“公共文化客厅”。据上海市文

化和旅游局统计，目前这254家场馆每

年举办展览约2000场，接待观众可达

2000万人次，已经形成领先全国、比肩

全球城市的发展优势。

这些公共文化客厅与人民大众的

“双向奔赴”背后，是上海“把最好的资源

留给人民”的不变初心。去年7月，浦东

美术馆甫一开馆即成“顶流”。坐拥滨江

一线，它被市民赞为“陆家嘴金融城的一

行诗”。诗情来自惊艳美景，也来自服务

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的深重用心。

眼下，上海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

描画着对标世界一流的文化“天际线”，

也进一步向“五个新城”辐射，完整着老

百姓家门口的文化“地平线”。这些地处

新城的文化地标，逐步形成“一城一特

色”的差异化发展格局。比如奉贤的九

棵树未来艺术中心置身奉贤中央生态林

地之中，成为全国首座将森林、建筑、自

然、城市、水系、人文与艺术等融为一体

的新概念大型综合性剧场。

十年来，一批高颜值高品质高标准文化设施陆续开放、加紧建设

人民城市“在者舒心、来者倾心、未来者动心”

点亮文化地标，勾画“诗意栖居”图景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上海图书馆东馆。张俊摄

▲上海天文馆。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上海大歌剧院。（效果图）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剧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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