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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体现城市竞争力
的核心资源 。 硬件设施则是
盛放文化的容器 ， 是盛放人
文之城梦想的重要载体。

五年来 ， 当城市创新发
展迈入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
当文化兴市成为新时期上海

发展的战略选择， 重大文化体育
设施在顶层设计的图纸上越发清
晰、 显著。

五年来， 市民百姓发现： 中
华艺术宫、 电影博物馆、 上海交
响 乐 团 音 乐 厅 、 上 海 自 然 博 物
馆、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刘海粟
美术馆新馆、 世博会博物馆……
一处处文化地标建筑细密地织就
城 市 文 化 氛 围 。 而 从 现 在 到 未
来 ， 还有一批重内涵 、 重功能 、
重品质、 重社会效益的文化体育
设施会陆续出现在人们身边。

单独看这些设施， 未必解其
深意。 但连点成面， 上海迈向国际
文化大都市、 建设 “卓越全球城
市” 的征程蹄疾步稳； 上海观照市
民百姓生活， 把文化体育设施建设
当作民生工程的定位情深意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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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上海发布了 《上海

市 “十三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

规 划 》。 其 中 首 次 提 出 ， 要 构 建

“两 轴 一 廊 ” 文 化 集 聚 带 和 发 展

“双核多点” 文化功能区， 从而形

成文化空间发展的新格局。
基 于 此 ， “十 三 五 ” 期 间 ，

上海将不断优化本市文化体育设

施布局， 既要建设国际一流文化

演艺和高端体育赛事设施 ， 更要

建设面向广大市民群众的文化体

育设施， 不断满足市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两轴一廊” 文化集聚带

一轴是东西向城市文化发展

轴： 沿朱家角-虹桥商务区-静安

寺-人民广场-外滩-陆家 嘴-花

木地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浦

东空港地区， 打造体现国际标志

性和文化核心功能的城市文化发

展主轴。
另一轴则是南北向的 ： 沿宝

山滨江地区-杨浦滨江地区-北外

滩-外滩-陆家嘴-世博地区-徐汇

滨江地区-闵行滨江地区， 以世博

地区文博区建设为重点， 发挥徐汇

滨江西岸文化走廊带动效应， 推动

上海轻音乐团、 上海越剧院等黄浦

江沿岸功能性文化设施项目建设，
打造体现城市历史文脉和世界级文

博区的黄浦江文化发展轴。
“一廊” 是指苏州河沿岸都

市 文 化 景 观 长 廊 ： 规 划 、 保 护 、
利 用 沿 岸 文 化 遗 存 和 景 观 资 源 ，
推动苏州河整体开发和多元提升，
打造体现历史人文积淀和中西文

化交融的母亲河文化景观廊带。

“双核多点”

“双核”： 人民广场文化核心

功能区和浦东花木地区文化核心功

能区。 在前者充分发挥上海博物

馆、 上海大剧院、 上海音乐厅及周

边演艺剧场群等现有文化设施的集

聚融合作用基础上， 建成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 上海大世界传艺中心，
提升综合服务能级； 在后者上

海科技馆、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等现有文化设施基础上， 建成

上海博物馆东馆、 上海图书馆

东馆等地标性重 大 文 化 设 施 ，
逐步形成上海文化新枢纽。

“多点”： 结合城市副中心 、
新城和新市镇建设， 推进多个点

状文化功能区布局。 其中包括建

设程十发美术馆、 中国近现代新

闻出版博物馆、 上海市少儿图书

馆、 上海文学博物馆， 改建宛平

剧场、 上海沪剧院、 上海马戏城

中剧场； 推动上海与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纪念馆、 桃浦文化艺术中

心等项目建设。

（本期特刊封面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其余图片除特别标注
外均资料图片。）

“两轴一廊，双核多点”
文化空间发展新格局

相关链接

每天清晨 ， 当晨曦洒在黄浦江

上的时候 ， 有两栋建筑也会在阳光

里隔江望见彼此 。 中华艺术宫 ， 红

色的 “东方之冠 ” 下 ， 人们与美相

伴 ， 到现在恰好五年 。 世博会博物

馆 ， “历 史 河 谷 ” 与 “欢 庆 之 云 ”
交叠出的空间里 ， 人们畅想城市生

活 ， 已预约了无限的未来 。 这两栋

建 筑 ， 它 们 在 此 时 此 地 相 逢 ， 这 ，
不是巧合。

有人说， 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色，
她 在 漫 长 时 间 大 河 里 经 过 的 源 流 ，
是其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最为显著的

标 识 ， 也 是 人 文 之 城 的 魅 力 之 源 。
上海 6000 多年的先民史、 700 多年

的建城史、 170 多年的开埠史里， 她

的文化发展经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

承与累积， 形成了自身鲜明的个性。
其深沉的历史底蕴与五彩斑斓的形

态 ， 共同决定了今天这座国际文化

大都市的文化基因。
要让城市的文化底色加深 ， 让

发展的源流清晰可鉴 ， 以文化地标

来提亮 ， 是最直接也最有历史余温

的方法 。 循着如是逻辑 ， 我们确实

能找到五年来上海在文化体育设施

建设方面， 落下每一子的构想。
6000 多年前，生活在上海的先民

就 已 创 造 和 积 累 了 灿 烂 的 古 文 化 ，
2014 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崧泽遗址

博物馆里便能寻到江南文化的源起

之一。

作为 “五四 ”新文化的一个重要

发源地，上海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

中滋养了许多现代文化传统的诞生。
如今的电影博物馆、上海交响音乐博

物馆里都留存着百年之前文人大师、
仁人志士在此生活的痕迹。

上 海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诞 生 地 ，
红色文化资源是这座城市光荣的基

因。 这里有贯穿中共一大、 二大、 四

大会址纪念馆的红色之旅推广， 也有

经过改造即将正式开放的龙华烈士纪

念馆。
刘海粟曾十上黄山写生 ， 又曾

在上海创办美专 ； 程十发为中国画

在上海确立了 “海派无派” 的型格，
又以博大的艺术胸怀为上海聚拢了

一批优秀艺术家 。 所以 ， 这座城市

为刘海粟建设美术馆新馆 ， 也为继

承程十发的艺术 、 学术理想而兴建

一座程十发美术馆。
虹桥路舞蹈学校的旧址 ， 一座

对接世界一流舞台的国际舞蹈中心

拔地而起 ， 半个多世纪前的记忆又

鲜活了。 上海体育馆原建筑基础上，
一 场 功 能 升 级 的 改 造 正 在 进 行 中 ，
老风貌里注入了时代的气息。

无需再一一细说 ， 古老文化传

统、红色文化基因 、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以及创新文化的交织，是一处处文

化坐标星罗棋布的由来。 随着这些坐

标建筑陆续由图纸走向现实之境，这

座城市的文化之气，正甘醇。

从 2013 年起， 上海几乎每年都

有一到两个文化新地标问世。 而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 重大文化体育

设施工程的建设发条似乎又拧紧了

不少。 近一年时间里，至少有五个项

目已向市民打开了大门。
有心人发现，上海之所以快马加

鞭地推进这些工程，是把城市的定位

放在了全球的话语体系中。我们在对

标纽约、伦敦、巴黎等著名的全球城

市，厘清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我们的文化硬件设施在近年来

投入增幅很大， 硬实力提升明显，已
具备相当的竞争力。比如上海全市的

公共图书馆有 238 家，总量超过了纽

约。但一些艺术场馆的人均面积尚有

差距，一些场馆内的馆藏、展陈或演

艺项目的国际影响力仍有不足 。 因

而，在许多项目的论证会上，屡屡会

听到这样的话———“伟大的城市需要

一座伟大的博物馆”。相同的句式，还
适用于美术馆、 图书馆、 音乐厅、剧
场，关键词都是“伟大”。要做“国际文

化大都市”， 要打造 “卓越的全球城

市”，上海需要做些伟大的事情。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算起，如果

说过去的上海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是

在填补空白、拾遗补阙，那么这五年

来以及整个“十三五”时期的文化体

育设施建设重内涵、重功能、重品质、
重社会效益，是发力在硬实力，着眼

在软实力的大格局建设。
比如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它填补

了中国没有专属于舞蹈的、 国际一流

舞台的空白；比如宛平剧场的改扩建，
它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 传承

搭建起顶尖的舞台； 又比如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投入使用后， 梧桐引来金

凤栖，国际顶尖的艾萨克·斯特恩小提

琴大赛在 2016 年以及未来的 2018 年

两次落户上海，且两次都把中国作品列

为比赛规定曲目。这些硬实力与软实力

相得益彰、 良性互动的局面已然形成。
上海成为国际一流的演艺之都、赛事之

都、艺术之都，在世界的舞台上传播中

国声音、树立中国标杆，都真实可期。
决定如此良好态势的，是带着前

瞻性的发展理念。 人们注意到，许多

新建的文化体育设施都被标注“属于

未来”， 能为上海在全球城市的竞争

中谋得优先身位。 比如上海博物馆，
它的定位始终是中国古代艺术博物

馆。而新建的上海博物馆东馆在此基

础上强调了它的开放性、互动性。 东

馆建成后，上海博物馆所藏文物的展

出比例，将大幅提升。而且，它更强调

“展、教”结合，更注重观众的体验。能

在兼顾文物收藏保护安全的前提下，
设置开放式库区， 让观众近距离观

看、甚至触摸神秘的馆藏。 上海图书

馆东馆也是如此，在全媒体时代建设

一座大型的实体图书馆，着实具有长

远的眼光。 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比任

何时候都渴望心灵的碰撞。而一座新

型的图书馆，即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提供了愉悦的场所， 成为激扬智慧、
交流创新、 共享包容的 “知识共同

体”。更不消说，这座图书馆还在拓展

外延， 将是集图书文献信息资源、科
技创新研发资源、 社科智库研究资

源、地方志研究资源为一体的全媒体

复合型图书馆。
当顺应时代潮流甚至引领潮流的

办馆理念一一揭晓，上海建设一批重大

文化体育设施，不仅必要，而且迫切需

要。 它们将是吸引世界目光的亮丽名

片，更是这座城市“海纳百川、追求卓

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独特魅力。

瑰丽绽放，人文之城的期盼

五年来，上海的市民对于这样的

“生活圈” 越来越熟悉———“15 分钟

体育生活圈”“15 分钟文化生活圈”，
身边的文化体育设施，正使得百姓的

获得感深入城市肌理。
生活在有温度的上海，人们随时能

感知城市与人的文化互动、会心交融。
9 月初， 市民文化节舞蹈大赛闭

幕式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 那天，
登上这方国际顶级舞台的， 是你我生

活里再亲切熟悉不过的 “阿姨妈妈”。
再往前推， 今年 2 月上海芭蕾舞团的

新春首堂公开课上，也有 50 位普通市

民受邀走进舞蹈中心的排练厅， 体验

这片国际一流、国内第一的专业场地。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就在舞蹈

中心不远处，刘海粟美术馆新馆除了

集艺术展示、珍品收藏和大师纪念的

功能外，还有教育研究、公众导赏等

平台，所求即为民；2014 年 10 月，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建成使用，广邀世

界名家名团前来的同时，也常常向社

区开放，“音乐好邻居”的品牌引得市

民近悦远来；也是 2014 年秋天，保利

大剧院在嘉定区开门迎客， 从此，市

郊居民在家门口也可欣赏歌剧听听

交响乐；再回溯到 2013 年 6 月，上海

儿童艺术剧场全新启幕，黄浦江畔有

了孩子们的艺术天空……
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拔起的文

化功能性设施，不仅满足全市全覆盖

的地理均衡，它们还是一流场馆与普

通市民互动的生动案例。
有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上

海共有剧场 135 个 ， 图书馆 238 个

(馆舍 302 个)，博物馆 125 家，美术馆

76 家；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全市共

有电影院 275 家， 各类书店 8000 余

家。 其中，按全市常住人口算，每 10
万人拥有 1.2 家图书馆 (按馆舍数)，
每 20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 全市所

有图书馆实现异地借还书 “一卡通”
服务———这些数字均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 到 2020 年，上海的博物馆将达

150 座，剧场有望超 230 个。
专家指出，如是布局，无不是以大

情怀、从百姓的文化需求出发。 不妨来

看看另一组数据。 截至去年底，上海市

民人均藏书 3.27 册，图书馆有效读者

证总量已达 300 多万张， 达到了每百

人中有 12 人为持证读者，图书外借服

务 7000 余万册次，流通服务人次超过

3400 万；2016 年， 上海市的博物馆藏

品年观众接待总量超过 2100 万人次；
2016 年， 上海共有超过 1000 万人次

的观众走进 1.6 万场营业性演出，票

房收入超过 15 亿元；上海的市民文化

节与市民体育节年均参与人次， 分别

达到了 3000 万和 1000 万左右……由

此， 上海打造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初衷显而易见———把文化体育设施

建设当成“民生工程”，以满足市民群

众对文化体育日益增长的旺盛需求。
这个全体市民共享的 “民生大礼

包” 里， 既有指标性的数字： 到 “十
三五” 末， 上海常住人口的人均公共

文化设施面积将从 “十二五” 期末的

0.15 平方米增加到 0.18 平方米以上；
也有相当感性的切身体验： 不久后的

将来， 市民会发现， 自己身处 “两轴

一廊” 的环绕之中， 无论是爱舞蹈、
爱音乐还是爱戏曲的心， 都能找到安

放之处。
城市的存在和发展， 归根结底是

为了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看

似一个哲学层面的命题，但在上海，已
经成为建设“令人向往的人文之城、创
新之城、生态之城”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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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内景 (视觉中国）

▲中华艺术宫外景

▲世博会博物馆外景

▲宛平剧场外景效果图

▲上海博物馆东馆外景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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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馈赠，共享“民生大礼包”

闪亮地标，加深城市的源流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