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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常人们的印
象中，城市中的公共图
书馆，有着排列有序的
书架，摆放得整齐划一
的桌椅，严肃端庄的氛
围，让走进馆中的读者

“不敢高声语”。而成
都近日对外开放的天
府人文艺术图书馆，似
乎正在打破大众对公
共图书馆的“刻板印
象”。这里，有着通高
的玻璃幕墙，读者可将
馆外的风景一览无余；
还有着温馨活泼的少
儿阅读中心，孩子们可
以在绘本迷宫、亲子中
心等区域穿梭；以及馆
中层峦叠嶂般的“书
山”，最高可达10米的
书墙让读者感到宏伟
与庄严……

“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可能会改变我们市
民对传统图书馆的认知，也就是说，它会变成一
个以阅读为中心的文化综合体。读者进了这个
图书馆，除了读书，还可以享受到很多其他的衍
生服务，比如信息交流、体验、游学、旅游参观、
会客。它也可能成为城市会客厅、市民的大书
房。”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这样说道。

在成都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人文艺术与
美学生活场景融合，馆内还设有咖啡厅并提供
简餐服务。该馆中庭左侧环形空间为文创区，售
卖有成都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并与多位艺术
家合作，打造实用且有烟火气的文创用品，让读
者足不出馆就可尽享艺术之美。

此外，成都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内还设有
成都市公共图书馆中最大的少年儿童阅读与活
动中心，整个场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分为绘
本迷宫、亲子中心、作业园地、小小剧场、少儿借
阅区等部分。整个少儿阅读中心的环境色彩明
快、温馨活泼，既能激发孩子崇尚阅读的兴趣，
又能满足孩子多动爱探索的天性，还可以为上
小学的学生们提供一个具有仪式感的家庭作业
环境。为整个家庭提供了一处亲子阅读的好
场所。

数据显示，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普遍开展
讲座、展览、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等活
动。仅2020年，各地公共图书馆就为读者举办
各种活动150713次，有9279.33万人次参加。

陈晓怡是广东东莞万江绘本馆的长期读
者，从女儿3岁起就带她去图书馆读绘本，“如
今女儿已经8岁了，绘本馆也新迁了地址，但是
一周带她去一次绘本馆的习惯没有改变，她也
因此很喜欢读书”。

叶暖强是东莞松山湖绘本馆的长期读者，
同样也是从儿子3岁起带他去图书馆读绘本，

“中英文绘本都读，现在他7岁，已经初步掌握
了300多首唐诗宋词和英文单词的自然拼读”。

“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的绘本馆已经服
务了118.6万人次，外借图书102万册次，开展
活动3500余场，25万余人次参加。从绘本着手，
是因为绘本被世界公认为最适合儿童阅读的

‘第一本书’，对培养儿童阅读兴趣、建设书香社
会有着基础性的作用。”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
来说。

“读书这件事，是会‘传染’的。我所在的社
区，已经加入了‘我+书房’计划，常常有十几

位邻居带着十几组孩子一起读书。”叶暖
强说。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
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量。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让
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
活，让书香里的文化中国成为
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图书馆是一个国家
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
图书资源建设是立身之
本。除广泛搜集当代图
书资源外，保护、传承与
活化古籍，让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让群众能便利且深入地
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也是图书馆的重要
职责。

“国图有古籍特藏
297.22 万册件，其中甲
骨 35651 件、敦煌遗书
16579 号 、赵 城 金 藏
4813 件、《永乐大典》
224册、文津阁《四库全
书》36304册、西域文书
819 号 、样 式 雷 图 档
10505 种 15339 册。近
年形成的专藏还有金石
拓片、舆图文献、老照
片、手稿书札、契约文

书、旧方志、线装家谱等。”熊远明细数国家图书
馆的家底。

作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还带
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按照《图书馆
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等国家标准要求，不断
改善库房条件，配备古籍保护专门设施设备，使
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

与国家图书馆典籍保护与传承相映生辉
的，是各地图书馆对富有特色的地域文献的搜
集整理与传播利用。

如果从1913年鲁迅倡导建立京师图书分
馆、京师通俗图书馆等场馆算起，首都图书馆已
有109年历史。在长逾百年的办馆历程中，首都
图书馆积累了大量北京地方文献图书、金石舆
图、民国老报纸、历史照片等资源。

“为了让读者亲近传统典籍、坚定文化自
信，我们在馆藏纸质资源基础上，建成了‘北京
记忆’公共文化服务性网站和‘首都图书馆馆藏
古籍珍善本图像数据库’。”首都图书馆北京地
方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丁小蕾说。

对传统典籍的数字化展示，打破了纸质资
源借阅受时空限制的壁垒，也能将中华文化传
播到世界各地。

历史悠久的南京图书馆，也极为重视典籍
资源的数字化。“南京图书馆藏清人文集全文影
像数据库”“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全文影像数
据库”，都是该馆近年来盘活自身资源，让古籍

“活起来”“传下去”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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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全民阅读大
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发布了第十九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
我国成年国民的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为 4.76
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3
本。虽然我国人均阅读
量近年来有所提升，但
与发达国家人均年阅读
量在 10 本上下或高于
10本还有很大差距。为
此，各地图书馆纷纷发
力，以多种手段努力打
通市民通往阅读的“最
后一公里”。

入夜，位于北京中
关村南大街的国家图书
馆，安静了下来。

这个国内最为繁忙
的公共文化机构之一，
拥有阅览座席5427个，

“十三五”前4年年均接
待到馆读者近568万人
次，文献借阅超过2511

万册次。“我已经在这里看了很多年的书了，想
找的图书应有尽有。”国家图书馆一名老读者
反馈。

距离首都不远的天津，图书馆建设与维护
工作也颇为有力。新建的滨海新区图书馆，建筑
面积约3.37万平方米，有阅览座席2000余个。
馆内一个层高达29.6米、由34级白色阶梯环绕
而成的巨型阅读中厅，科技感和美感十足，年年
都吸引当地数百万市民“打卡”。

为了让阅读服务不仅覆盖到城市，还延伸到
区、县、街道乃至乡村，近年来，我国努力推行“图
书馆总分馆制”——以县为基本单位，以乡村为
重点，探索县级图书馆对县域内文献资源的统一
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通借通还。与此同时，
推出“城市书房”等方便读者借阅的新型阅读空
间，扩大图书馆资源的覆盖面和有效性。

“我们温州，拥有13家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112家城市书房，80家百姓书屋。自从实行
总分馆制以来，图书借阅量几乎翻了一倍。2021
年，公共图书馆服务人次为1663.52万，文献外
借量 1180.1 万册次，人均文献外借量达到了
1.22册。”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馆长张启林说。

在当地读者心目中，还有8辆巴士颇为有
名——它们是温州市图书馆的“流动书巴”，集
图书借阅、文化传播、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体，
通过定点定时的“公交路线式”服务和灵活机动
的“订制路线式”服务模式，把借阅服务送到社
区、乡村、学校甚至大山里。

“它们已经跑了80万公里，服务读者20万
人次，外借文献35.4万册。每次看见偏远地区的
孩子拿着从巴士上借的书，笑得特别开心的时
候，我就打心里感到高兴，觉得读书的种子撒在
了他们心里。”张启林说。

在成都，由市、县两级宣传部牵头，联合市、
县两级图书馆共同打造阅读空间，支持实体书
店与成都图书馆合作，参照公共图书馆服务标
准，积极建设“城市阅读美空间”。

成都的“城市阅读美空间”不单是实体意义
上的阅读区域，而是融入了城市内涵、展现城市
美学的空间。据悉，为了推动阅读与成都城市发
展深度融合，成都计划打造一批彰显天府文化
特色、体现生活美学的“城市阅读美空间”。推动
社区、街区无人值守的阅读空间建设，试点建设
24小时智能自助书屋和移动图书馆。

此外，成都还以“城市阅读美空间”的形式
将各级图书馆与城市空间融合，使市民可在商
业服务场所、景区景点等地拥有良好的阅读体
验，使阅读不再局限于图书馆内，更可以在城市
各个地方。截至2021年10月，全国共有2636个
县建立了图书馆总分馆制。亿万册书籍通过大
大小小的各级图书馆、“城市书房”“百姓书屋”
等借阅网点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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