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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图书馆的探索与转型
———以新馆建设为例

吴建中

摘　 要　 进入 21 世纪,随着从以书为主体向以人为主体的转型,图书馆建筑更突出包容性和可获得性,更强调

与社区和公众的联系。 本文在回顾过去二十年全球图书馆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梳理和探讨新馆设计与建设领

域面临的挑战、机遇及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从图书馆建筑的设计理念、功能布局、技术配置三要素出发,对影

响图书馆建筑设计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设计理念的核心是确定人和书在图书馆的位置,功能布局的目标是

将新理念和新业态融入实体图书馆之中,而技术配置要解决的是确保技术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不落后。 其

次,从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年度奖、全球顶级建筑设计师作品和绿色可持续项目三个方面对近年来全球新馆

建设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并列举了芬兰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挪威奥斯陆公共图书馆、荷兰登海尔德市 Kop-

Groep 图书馆“学校 7”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中国天津滨海图书馆、加拿大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英国考

文垂大学兰彻斯特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成功案例。 最后,介绍了 2022 年建成开放的上海图书馆东馆

是如何在充分吸取各国新馆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为导向,追求观赏和使用的统一,追求阅读

与文化活动的平衡,追求现代技术与专业服务的融合,为图书馆建筑的创新发展提供成功经验的。 参考文

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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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一个建筑犹如绘就一幅蓝图,关注的

不是现在,而是未来,图书馆建筑也是如此。 新

馆建设项目通常要求做到二十年不落后,以前

强调的是为藏书增长保留可扩充的空间,现在

更注重与未来新功能和新服务的衔接。 由此可

见,新馆展现的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篇未来发

展的宣言。
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从图书馆建筑的设

计理念、功能布局、技术配置三个要素出发,探
讨影响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几个关键问题;其次

分析和比较近年来国内外新馆建设的趋势和特

点;最后以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建设为例,讨论与

新时代图书馆的探索与转型有关的问题。

1　 影响图书馆建筑的三要素

图书馆建筑的三要素指的是人(书)、场所

和技术。 第一要素涉及的是为什么(书或人)而

建,第二要素指的是建成什么样的空间,第三要

素是指如何发挥技术的作用,这三个要素分别

对应着设计理念、功能布局和技术配置。

1. 1　 设计理念

设计理念要确定的是新馆建设的方向性问

题。 世纪之交,图书馆正面临转型———从以书

为主体的图书馆向以人为主体的图书馆发展,
在新馆建设上业界流行一种从馆藏到连接( from

 

collection
 

to
 

connection)的设计理念[1] 。 总体而

言,设计理念最根本的是要确定人和书在图书

馆中的位置。
设计理念是灵魂,决定了空间呈现形式和

专业技术配置。 比如在第一代图书馆中,书是

建筑的主要流线,也是主要设施。 整个建筑差

不多三分之二的空间是书架,以前常说新馆二

十年不落后,一般是指图书馆的容量要确保二

十年内能满足图书增长的需求;其专业技术配

置也是围绕图书而展开的,比如书库的配置、书
架的规格等参数都是有国家或国际标准的。 为

了容纳更多的图书,密集书架、自动书架等一一

流行起来,而这一切从第二代图书馆开始,就已

经在逐渐改变了。
世纪之交,全球图书馆界展开了一个个新

的实验和创新。 英国伦敦陶尔·哈姆莱茨区的

图书馆体系自 1999 年开始放弃图书馆的名称,
改称“概念店”,并与社区其他相关功能融合,形
成集图书馆、信息、培训于一身的社区文化设

施,至今该馆仍采用“概念店”的名称;截至 2022
年 4 月,该区总共有 8 家“概念店”,并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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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专业连锁形态①。 美国科罗拉多州亚当斯县

的“Anythink” 图书馆与“概念店” 差不多,也是

用新名词替代图书馆名称的区域图书馆体系,
现有 7 个馆加一个流动书车②。 这两家图书馆

的共同点是打破传统观念,重塑服务品牌,虽然

它们规模都很小,但被称为“图书馆的一场革

命” [2] ,告诉人们公共图书馆就像社区居民需要

商店、银行、邮局和健身房一样,是社区的必备

设施和必要服务[3] 。 但从全球来看,绝大多数

创新型图书馆仍保留了图书馆的名称,虽然个

别服务点使用了特殊的名称,如芬兰赫尔辛基

市图书馆的“Library
 

10”(图书馆 10 号),该馆是

一个音乐图书馆,位于一个被称为“赫尔辛基 10
号”的邮局楼上,故称为“图书馆 10 号”,主要面

向音乐爱好者开放,现已搬入赫尔辛基中央图

书馆新馆之中[4] 。 所有这些创新都引向一个新

的理念———“从馆藏到连接”,让图书馆成为面

向社区的人与人交流的中心。
从 21 世纪初开始,这种以人的连接为核心

的设计理念对新的图书馆建筑设计产生了深刻

影响,无论是都市级的加拿大卡尔加里中央图

书馆,还是社区级的荷兰北部登海尔德市 Kop-
Groep 图书馆“学校 7”(该馆由于其老建筑翻新

及其包容性服务被评选为国际图联“2018 年度

公共图书馆”) [5] ,都把植根于社区作为自己的

使命。

1. 2　 功能布局

世纪之交,图书馆界开始热议“图书馆作为

空间的价值”(library
 

as
 

place)的问题[6] ,并突出

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重要性。 多年来,虚拟

空间和实体空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空间平行展

开的,即使是两者融合,强调的也只是一种理

念。 图书馆“以人为本” 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

上,从建筑设计的角度需要有一个可操作的导

向,即作为一个实体空间应如何满足现代图书

馆的 各 种 要 求。 英 国 研 究 型 图 书 馆 协 会

(RLUK)发布的《图书馆转型:2022—2025
 

年战

略》明确了图书馆作为研究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并提出图书馆空间、多样化馆藏和专业馆员是

研究基础设施的基本要素。 该报告认为,图书

馆之所以能发挥促进研究的作用,是因为“图书

馆为思想交流和验证打造了物理和数字空间,
同时其专业人员通过互动交流将自己的知识和

经验带入研究过程之中”。 这里之所以提“验

证”(test),是因为该战略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

实验空间(laboratories)———“作为多学科实验的

场所,作为多样化藏品、多种技能和协作的空

间” [7] 。 同 时, 该 战 略 要 求 2019 年 启 动 的

“RLUK 空间计划”(RLUK
 

Space)继续展开图书

馆员与建筑设计师之间的对话,进一步创新在

实体 图 书 馆 进 行 物 理 与 数 字 融 合 的 活 动

形式[8] 。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 LIBER)下设的图书

馆建筑专业组( LAG) 也有一些新的作为,他们

不仅建设了颇有实用参考价值的图书馆建筑网

站③,而且配合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 2018—2022
年战略目标(LIBER

 

Europe
 

Strategy
 

2018-2022)
所提出的研究基础设施,探讨图书馆实体空间

新作为的问题[9] 。
在图书馆建筑功能布局方面,国际上流行

两个约定俗成的“三分之一”,即图书空间在整

体空间中所占的比例和借阅服务在整体服务中

所占的比例,这两个“三分之一”都与图书有关,
它反映了第二代图书馆的基本特征,即实行开

架借阅的同时,将讲座、展览及文化活动等作为

常规业务纳入图书馆服务体系之中。 据 2013 年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份报道,纽约皇后区图书

馆以前 80%的业务是借阅,现在借阅仅占 30%,
70%的精力放在非传统业务上,如交流、研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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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等活动[10] 。
在西雅图中央图书馆新馆设计过程中,荷

兰建筑师库哈斯( Rem
 

Koolhaas)坚持形式服务

于内容,强调要“让建筑物的所需功能来决定它

应该是什么模样” [11] 。 其依据是图书馆方面提

出的设计需求,即图书空间与其他活动空间如

教室、网络和研讨空间等的比例为 32 ∶ 68[12] ,
库哈斯根据这一需求设计了一个紧凑型的螺旋

式缓升坡道书库( Books
 

Spiral)。 这个跨越四层

的“螺旋书库”有 6
 

200 多个书架,可存放 145 万

册图书,主要存放非小说类成人图书。 当时实

际存放的图书不到 80 万册,它为未来预留了一

定的空间[13] 。 虽然有人批评西雅图中央图书馆

的设计“动线混乱”“令人困惑”,“螺旋书库”的

分类排架不利于读者专题浏览,而且当所需图

书分散在两个不同方向而不得不上下奔走时读

者一定会深感不适[14] ,但西雅图中央图书馆新

馆的突出贡献之一,是通过“螺旋书库”这一创

新型的设置,将整个大楼三分之二可供活动的

空间释放出来,这不仅为非传统业务而且为未

来发展预留了空间。 我们不难看到,在新建或

修建的图书馆中,两个“三分之一”已经成为一

种共识,这一点从康乃狄克州立图书馆发布的

《图书馆空间规划指南》 (2022 年版) 中也看得

出来,该指南明确指出,21 世纪公共图书馆是充

满活力的、更多人更少书的空间,并在空间设计

中具体提出每平方米存放图书应少于 50 册,否
则就会挤压图书馆的活动空间[15] 。

1. 3　 技术配置

转型将迫使图书馆重新审视各类标准和规

范。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收藏纸质书是图书馆

的主要功能。 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图

书馆服务方式的相应变化对图书馆的功能与设

计产生了深刻影响。 就图书馆建筑规范而言,
美国图书馆协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再也没

有制定过以前常有的量化标准,如图书馆人均

建筑面积等[16] 。 《国际图联图书馆建筑指南:
发展与反思》 ( IFLA

 

Library
 

Building
 

Guidelines:

Developments
 

&
 

Reflections)的编者凯伦·拉蒂摩

尔( Karen
 

Latimer) 和海伦·基尔加德 ( Hellen
 

Giegaard)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在全球快速变化

的环境中要提供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是

不现实的,在开展图书馆建筑设计的时候,图书

馆管理者和建筑设计师应参考本地的规范[17] 。
本书作者之一安德鲁·达格伦( Andrew

 

Dahl-
gren)针对国际图联建筑与设备专业组常常收到

有关图书馆建筑规范咨询的情况,指出现在“没

有一个国际认可的图书馆空间的标准,这是因

为地区需求和服务是不同的” [18] 。
从技术配置的角度来看,如今新馆建设更

注重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技术配置的弹性

(flexibility)。 康乃狄克州立图书馆发布的《图

书馆空间规划指南》 (2022 年版) 指出,新馆对

技术基础设施要有一个整体考虑,要因应未来

拓展需求在所有空间(包括读者和办公空间)做

好网络与电源的预埋作业,布置好会议室包括

研究小间可开展视频会议的设施[15] 。 第二是图

书馆管理系统的改变,即从面向管理纸质馆藏

的集成图书馆系统( ILS)向管理所有馆藏格式

的图书馆服务平台(LSP)转变,将发现服务与图

书馆服务平台整合起来,如 Primo 发现服务与

Alma 服务平台的捆绑、WorldCat
 

Discovery
 

Serv-
ice(OCLC 联机联合目录)与 WorldShare

 

Manage-
ment

 

Services ( OCLC 全球共享管理服务) 的

捆绑[19] 。
还有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与图书配置有

关的技术设施。 随着图书馆智慧化的推进,大
量创新型服务和技术如 24 小时街区自助图书馆

和智能书架等涌现出来。 虽然 24 小时街区自助

图书馆维护成本过高,现在较少流行了,但在当

时属于图书馆技术创新范例。 大型自动书库现

在国内也有成长趋势,一些新建图书馆纷纷引

进了这一设施。 自动书库是世纪之交逐渐兴起

的一个大型项目,其优点在于物流的高效率和

盘点的精准化,但不足之处是后续维护成本高

和零配件更换及系统升级频繁。 法国波尔多市

立图书馆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建设过自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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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用于管理贵重书以及使用率较高的书,但 20
年后该馆在改造时撤废了自动书库[20] 。 2002
年落成启用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馆采用

了自动书库,后来在其馆舍后方空地再建新书

库时,放弃了自动书库的方案,而改用手动密集

书架模式。 洪淑芬曾对其利弊做过详尽分析,
认为自动书库应用于图书馆最主要的问题是后

期维护和配件成本,之所以企业用得起,是因为

其自动化管理创造的利润足以支付每年须付出

的维护费用,而作为公共机构之图书馆,必须要

考虑经济效益与持续维护,审慎从长计议[21] 。

2　 全球新馆设计成功案例给予我们的启示

始于世纪之交的转型对图书馆建设来说是

一个极好的机会,这一时期图书馆管理者与建

筑设计师携手打造出一批创新型图书馆建筑,
下文从三个方面介绍这些新馆项目。

2. 1　 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年度奖

“2019 年度公共图书馆奖”获得者赫尔辛基

中央图书馆之所以一开馆就给人眼睛一亮的感

觉,是因为该馆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图书馆的传

统认知。 该馆无论在设计理念还是在功能布局

上,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赫尔辛基中央

图书馆新馆在筹建阶段做了两个样板馆,一个

是前面已介绍过的“图书馆 10 号”,另一个是以

初创者共享办公为目的的“城市办公室”,两个

馆不仅深受市民的欢迎,而且也为新馆创新做

了有益尝试。 新馆的一层和二层都属于非传统

业务,如咖啡馆、创客空间、影视厅、录音棚和制

片人空间等,只有三层才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

的图书馆。 从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网站首页我

们就能感受到“以人为本” 的服务宗旨:“ Oodi
 

(该馆昵称)为用户提供知识、新技能和故事,是
学习、故事天地、工作和放松的便捷场所,是向

所有人开放的、提供生活和功能型聚会空间的

新时代图书馆。” [22]
 

“2021 年度公共图书馆奖”获得者奥斯陆公

共图书馆( Deichman
 

Bjørvika)于 2020 年 6 月对

外开放,其最大特点是图书馆的开放性以及与

城市环境的关联,体现了博尔赫斯“内外不分、
无限延展”的理念。 从横向看,图书馆与中央车

站、歌剧院及宽阔的城市广场连成一体;从纵向

看,室内从一楼至六楼垂直打通,并设计三条自

入口处向对角线展开的“光轴”,让室内有了充

足的自然光,这不仅增添了欢快温馨的氛围,而
且为各个楼层带来了通透流畅的视野。 除了阅

读区以外,还有电影院、礼堂、会议室、录音室、
游戏室和餐饮区等,顶层有名为“未来图书馆”
的艺术活动空间[23] 。

2. 2　 全球顶级建筑设计师作品

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Jacob-und-Wilhelm-
Grimm-Zentrum)于 2009 年正式开放,由知名建

筑设计师马克斯·杜德勒(Max
 

Dudler)设计,与
中间为书库、四周阅览室环绕的传统图书馆格

局不同,该馆以中心为阅读舞台、四周为开架书

库的方式,把人置于中心位置。 马克斯·杜德

勒设计了一个沿建筑长向分布的阅读舞台,以
退台的方式展开阅读空间,读者不仅是舞台的

观赏者,也是舞台上的表演者。 用马克斯·杜

德勒的说法,图书馆也许和博物馆一样,人们在

这里相遇、相识并交流思想[24] ,为此有人把柏林

洪堡大学图书馆誉为“大学的旗舰” [25] 。
 

2017 年 10 月 1 日开放的天津滨海图书馆

是由荷兰 MVRDV 建筑事务所和天津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的维尼·马斯( Winy
 

Maas) 主创

设计。 维尼·马斯也是布拉邦图书馆( Brabant
 

Library)的设计者,布拉邦图书馆是一个概念设

计,它表达的是对 2040 年图书馆的梦想———图

书将永远存在,就像有了车我们还会选择走路

一样。 书籍丰富了社会,并将永远成为我们文

化的一部分[26] 。 天津滨海图书馆的亮点是“滨

海之眼”和“书山”,“滨海之眼”看上去像眼球,
内部是一个多功能厅,“书山”由 34 层阶梯书架

平台构成,书架造型如同退台式梯田向“山顶”
延伸[27] 。 有关真假图书的问题到现在还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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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不过根据维尼·马斯的一贯思想,书将永

远存在下去,所以对书的延续性做了艺术夸张,
但我们不能忽视滨海图书馆最精彩的一笔:人
与人的交流处于中心位置,与其叫“眼球”,不如

叫“能量球”———人通过交流散发出更大能量。
毫无疑问,该馆在世界级图书馆建筑中应占有

突出的位置。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筑设计者之一、挪
威斯诺赫塔( Snøhetta) 建筑事务所的克雷格·
爱德华·戴克斯( Craig

 

Edward
 

Dykers) 曾应邀

参与由上海图书馆协办的 1999 年第 11 届国际

图书馆建筑研讨会并做演讲,他主持设计的加

拿大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新馆在国际建筑界有

较高的知名度。 该馆设计的独到之处是突破常

规,巧妙地延伸建筑覆盖面,将分隔市中心和东

村区的轻轨铁路纳入图书馆之下,并顺着半月

形轨道矗立起一座外观呈弧线形的全开放建

筑[28] 。 其“内外不分、无限延展”的设计理念不

仅体现于图书馆与周边区域的有机衔接,而且

将抬升后的图书馆作为人与人交流的聚会中

心,让人们从四面八方都能走进图书馆。 图书

馆广场具有作为入口和人行天桥的双重作用,
户外的露天剧场也设置在这些台阶上,人们可

以坐在这里读书交流。

2. 3　 绿色可持续建筑

国际图联于 2016 年起设立绿色图书馆奖,
其宗旨是通过绿色可持续图书馆及其服务的案

例竞赛,达到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竞赛内容广泛,规模不论大小,任何图书馆都可

以参与[29] 。
 

这里介绍两个在生态建筑领域颇有

知名度的图书馆:英国考文垂大学兰彻斯特图

书馆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2000 年开馆的兰彻斯特图书馆采用自然通

风和自然光照明技术设计,比传统的空调建筑

物显著降低能源消耗[30] 。 根据 2004—2005 年

度记录的能源消耗、内部温度和二氧化碳水平

统计,该建筑使用的能源不到标准空调建筑的

一半,在夏季可以保持室内舒适,并且低于环境

温度达 5°C[31] 。 该图书馆被誉为欧洲最大的自

然通风建筑,与空调建筑相比,节能效果显著。
该馆采用的是一种被动式冷却和通风系统,无
论是在能耗还是在造价上都具有成本优势。 虽

然烟囱式外表缺乏建筑上的美感,采光井占据

了很大的空间,但它们给建筑带来的环境效益

远远超过了活动空间的任何损失[32] 。 在绿色可

持续方面,兰彻斯特图书馆是值得推荐的成功

案例。
新加坡一直倡导“花园之城”建设,近年来

更是强调“花园中的城市” ( city
 

in
 

a
 

garden),致
力于打造“城市坐落在花园里”的新境界。 也就

是说,人们生活、工作都在花园里,绿化不只是

一种点缀,而是人与自然共生,社区、绿化、建筑

协同发展[33] 。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馆由知名生

态建筑设计师杨经文设计,是一个具有热带生

态特点的现代建筑,其亮点在于符合本地生态

气候的系列环保节能设计,如立体绿化、采光遮

阳、温控分区、雨水收集等,该图书馆在运行期

间比普通建筑节省约 80%的能源,多次荣获新

加坡绿色建筑认证的最高奖项[34] 。 该馆的另一

个特色是通透、开放,尤其是让露天广场向馆外

延伸,将馆内与馆外有机衔接了起来[35] 。

3　 上海图书馆东馆建筑的独到之处

最近二十多年的图书馆复兴热潮,产生了

一批盲目追求观赏性的超挑高建筑和高成本设

施,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 作为全球单体

建筑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馆(以下

简称“东馆”)的出现引人关注。
在东馆设计和建设中,用户方和设计方之

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第一,追求观赏和使用的统

一;第二,追求阅读与文化活动的平衡;第三,追
求现代技术与专业服务的融合。 东馆无论是在

选型上还是在深化设计上,都贯穿着“以人为

本”的设计思想。 整个建筑造型如同森林中光

彩夺目的一块璞玉,秀美而不张扬,精细而不失

大气,没有给人任何奢靡的感觉。 东馆没有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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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现在流行的超挑高设计,其大部分楼层是 4. 2
米的层高,只有第一层和第三层是 5. 2 米,因为

第一层是入口和中庭大厅,第三层是主阅览

空间。
东馆建筑有如下三个亮点。
第一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把更多空

间留给公众。 上海图书馆淮海中路馆舍已经有

4 万多平方米的书库和若干外围书库,因此东馆

不设永久书库,而且闭架空间也只作为周转书

库的功能使用。 如此一来,大量空间被释放出

来,可供读者看展览、听讲座、欣赏音乐、浏览新

书,同时还设置吸引科研读者走进图书馆的研

讨空间等。
第二是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与世纪公

园融为一体。 如同纽约公共图书馆紧邻布莱恩

特公园( Bryant
 

Park) 一样[36] ,东馆将“阅读广

场”设在三楼,读者乘自动扶梯直达三楼,从森

林之上感受世纪公园的美景。
第三是注重人、书、信息等流线的通畅性,

尽可能做到动静分布合理。 东馆建筑设计师善

于倾听用户意见,在做深化设计时与用户进行

了有效沟通,将原设计中的两个中庭改建成一

个中庭,一方面有利于形成更为明快简洁的流

线,突出“阅读广场”与各个楼层之间的关系,一
方面也能减少屋顶漏水和玻璃损毁的问题。 结

果是建筑设计师将三个堆叠错落的中庭整合在

一个中心广场中,不仅设计独特新颖,而且让读

者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感受外部光线的移动和

各个楼层的变化。

4　 结语

本文在回顾过去二十年全球图书馆建设经

验的基础上,梳理和探讨了新馆设计与建设领

域面临的挑战、机遇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随着

图书馆进入转型期,在图书馆建设方面,以什么

样的思想为指导,功能如何布局,用什么样的技

术来呈现,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 设计理

念最根本的是要确定人和书在图书馆中的位

置,功能布局要回答的是如何将新理念和新业

态体现在实体图书馆之中,技术配置要解决的

是如何确保新馆技术设施在二十年甚至更长时

间不落后。
本文从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年度奖、全球

顶级建筑设计师作品和绿色可持续项目三个方

面对近年来全球新馆建设的成功案例进行分

析。 芬兰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挪威奥斯陆公

共图书馆、荷兰登海尔德市 KopGroep 图书馆“学
校 7”、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中国天津滨海

图书馆、加拿大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英国考文

垂大学兰彻斯特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

新馆,为转型中的图书馆建设提供了成功案例。
2022 年建成开放的上海图书馆东馆在充分吸取

各国新馆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以人

为本的导向,在外观设计和内容呈现上都有诸

多创新和独到之处。
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也是文明的标志。

自古以来,人们都力求把图书馆建成一个地区

的标志性景观。 进入 21 世纪,随着从以书为主

体向以人为主体(第三代图书馆)的转型,图书

馆建筑更突出包容性和可获得性,更强调与社

区和公众的联系。 本文列举的全球各地新建和

新修图书馆的最佳实践为新一轮图书馆事业转

型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参考的样本,期待今后

有更优秀、更具创新性的新馆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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