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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上海图书馆东馆年底有望试

开馆，上海博物馆东馆及世博文化
公园内的上海大歌剧院也正在建

设中， 它们不仅仅是在浦东新区
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中， 文化地标
的建设，更是软实力的次第绽放。

早已列入“十三五”规划的文

化场馆的硬件建设中，有不少位于
浦东新区。 上图东馆的功能，按业

内的说法，是从“Collection”（收藏）

到“Connection”（联结）———以往，

图书馆的注重收藏各类图书等藏
品；现在，图书馆注重与人、与新生

事物的联系与破圈。 上博东馆，则
将进一步提质增效，向世界顶级中

国古代艺术博物馆迈进，现代时尚
与古代文脉，在同一时空里艺术化

地呈现，令人期待。 作为城市精神

具体象征的还包括歌剧院———上
海大歌剧院， 不仅聚焦舞台艺术，

也将是对标国际各大城市的文教

结合、文商结合、文旅融合的大平

台。 据悉，它所在的世博文化公园
有望在年内启动试运营———这里，

又是一个具有文化休闲内涵的城
市绿肺……

事实上， 浦东文化场馆的建
设不仅限于这三大馆， 还将形成

“带”。 在花木，上图东馆、上博东

馆与已是浦东文化地标代表的上
海科技馆、 东方艺术中心等形成

新一处的文化聚集区。 在浦东滨

江沿岸 22公里步道上，已经以一

公里一座的速度更新了以文化生
活为主题的“望江驿”———起初是

为在步道上跑步、 骑车等锻炼的
人们修建的加油补给站， 如今正

在一座座嵌入主题，如“初心”代
表的就是红色主题书店……与此

同时，沿岸的浦东美术馆、正在往

文化定位转型的上海中心、 船厂
1862时尚艺术中心等已经串联起

一条“生活艺术秀带”。

如果说硬件建设的硬实力，让

我们看到了上海高度、 上海速度，

那么文化地标的功能设定、如何为

人服务，则体现了上海温度。终究，

建筑是人造的， 建筑也是为人造

的———正如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上图东馆、上博东馆、

上海大歌剧院等，都是服务于周边

居民、长三角文化艺术爱好者乃至
全球艺术家的家。 软与硬，都是浦

东乃至上海的实力。

软实力次第绽放 □ 朱光

    被列入上海文化设施建设重大项

目的上海博物馆东馆计划在 2022年年
底建成开放，东馆建成之后服务能级

将全面升级，珍贵文物展出比例将从

4.3%提高到 10.5%（两馆合计），将有

更多文物从库房挪向展厅向公众展

出。上博东馆将从展陈、服务、文创

等多个方面对标世界一流博物馆，

努力为观众提供具有深度和温度

的文化和休闲体验，建设成为市

民文化活动的核心场所。

上海博物馆东馆定位为“世

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

馆”，东临丁香路，南侧贴邻保

利商办地块，西至杨高南路，

北至世纪大道，东馆总建筑

面积为 11.32 万平方米，约

为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

的 3 倍，设计分为地上 6

层，地下 2层，展厅、库房、

办公用房、报告厅、教室、

车库等空间一应俱全。

东馆建成后，上博将实

现展陈体系及博物馆

功能的全面提升，形

成“两馆一体、联动东

西、特色清晰、相辅

合璧”总体格局。

据了解，正在建设中的

上海博物馆东馆克服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去年年

末完成主体钢结构封顶；今
年 6月 30日上部主体结构

全部通过优质结构验收，外
脚手架开始逐步拆除，幕墙

采光顶基本完成，外立面及

地下室龙骨大面启动，项目
进入装饰装修施工阶段。上

博东馆计划于 2021 年底基
本完成工程建设，具备竣工

验收条件，2022年开始进入
展陈施工阶段，2022年底建

成开放。
东馆展示陈列区面积约

3.36万平方米，与人民广场

馆合计约 4.5 万平方米；珍
贵文物展品总数可达 1.5万

件。建成后的上博东馆将发
挥传统优势，以常设展为主，

构建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
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并增

强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特色，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及教育体
验功能，落实“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要

求。 本报记者 乐梦融

    世纪公园之畔，上海图书馆东馆

鱼肚白大理石花纹超白压花玻璃表皮
映射着亲和与质感，内部各项基础设

施已经就位，整个项目处于基建验收
与交接开办的并行期。这个上海市重

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于 2017年 9月
27日开工建设，2019年 9月 20日结

构封顶，正朝着今年年底试开馆的建

设目标努力。
上海图书馆东馆位于浦东新区合

欢路迎春路，高度 50米，直面世纪公
园，建筑面积约 11.5万平方米，地上 7

层、地下 2层，开放后可提供坐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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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图书馆东馆功能定位是全媒
体时代的智慧复合型图书馆，与淮海

路馆一起成为屹立浦江两岸交相辉映
的两大空间，让知识获取触手可及、分

享交流更加便利。功能上，上海图书馆
东馆侧重于提供面向大众的多元化、

主题化、体验型的现代图情服务，努力
打造成新一代的阅读文化交流中心；

淮海路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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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学术交

流中心。

全球图书馆界正在

转型探索建设新一代图书

馆。“人的图书馆”是全球

主流，注重人、资源、空间的

统一，“作为场所、空间和平

台的图书馆”已经成为共识。

上海图书馆东馆坚持以人为

本、科学合理、开放灵活、生态

环保、互联互通原则，积极打造

优质完善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开放包容的市民学习交流中心、

跨界融合的公共文化空间。

上海图书馆东馆正在打造基

于全球领先的开源微服务框架开

发的智慧图书馆平台，将全面覆盖

市、区、街镇、社区四级公共图书馆

网络，为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提供智慧

化支撑服务，推动上海公共图书馆数

字化整体转型。

为读者创造安全健康的阅读环境，

上海图书馆东馆将配备智能图书分拣系

统连接图书消毒杀菌模块，打造智慧全预

约系统和“享借”服务平台，将资源，空间

和活动全面预约融为一体，推动人与人、人

与资源、人与空间的交融互联，提升服务人

性化水平，热望着以阅读之美传递上海城市

的精神品格和时代内涵。本报记者 徐翌晟

    富有东方韵味的折扇，磅礴大

气的螺旋式阶梯，还有可以眺望黄
浦江的观景台……浦东后滩将耸

起一座上海的新地标———上海大
歌剧院。自 2019年 12月 18日动

工以来，这把正缓缓开启于江畔的
巨型“折扇”牵动着申城市民的心。

昨日，记者从上海大剧院艺术

中心总裁、上海大歌剧院运营筹备
组组长张颂华处得知，历时一年

半，大歌剧院的建造工程地下构架
基本搭建完成，计划于 2024年年

底前完工交付，2025 年正式面向
公众开放。

作为未来亚洲演艺中心的文化

巨舰，建造中的上海大歌剧院将区

别于传统的大剧院，成为中国第一
座集演出交流、创制排演、艺术教育

等于一体，兼顾歌剧艺术交流、历史
展示、理论研究等功能的剧院。

建成后的大歌剧院拥有大、
中、小 3个歌剧厅。2000座的大歌

剧厅主要演出中国民族歌剧、世界

经典歌剧、音乐会版歌剧、交响合
唱、清唱剧等；1200座的中歌剧厅

集中展现国内原创歌剧、实验歌
剧、轻歌剧；而 1000座的小歌剧厅

则鼓励驻场演出，将以青年歌剧观
众及国内外游客为目标群体，打造

一台天天演的集通俗美声、独特场

景和黑科技为一体的情景歌剧。

考虑到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
下，上海大歌剧院将提前进行剧目

筹备，加大海外协作的力度以及与
国内歌剧院合作推进更多自制剧。

与此同时，拓宽歌剧受众群、培育
土壤也是当务之急。张颂华表示：

“歌剧观众的培养、市场土壤的培

植、本土环境的营造需要所有剧
院、剧场的共同努力，让更多观众

走进剧场感受歌剧的魅力。”据悉，
歌剧课程也正被规划进入上海大

剧院“艺树计划”内容，成为艺术教
育和普及的重要内容。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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