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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改变中的书店

•方所书店

•方所书店中的讲座

•改变中的书店：

书店+咖啡吧+服装店+开放讲坛+……









问题：

• 书店因何而变？

– 书店的困局：顾客流失、乃至生存危机
——“人”气不再！

• 书店如何改变？

– “作为场所的书店”！

– 书店服务的新形态：一切皆有可能！



问题：

• 图书馆是否面临同样的困局或挑战？

• 图书馆是否需要作出同样的改变？



一、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

• 场所、公共空间与第三空间

• 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



第三空间的定义与特征
美国都市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Ray Oldenburg）定义的
“第三空间”：

• 城市中除家庭和办公室以外的公共空间，像市中心的杂
货店、酒吧、咖啡店、图书馆、城市公园等。

• 在这些不受功利关系限制的空间里，人们的关系自由平
等，没有职场的上下等级意识，也没有家庭里各种角色
的束缚，可以把真正的自我释放出来。

• 在生活节奏紧张、匿名性强的大城市里，这样的空间是
人们在家庭和工作之外发展一些非功利性社会关系的理
想场所。



① 中立的场所：参与者没有正式的责任、义务，没有财政、政治或法律
的关系，不同的人来去自如，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② 平等主义者：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不是最重要的。

③ 交流是主要活动：谈话是有活力的、鼓舞人心的、多姿多彩的和参与
式的。

④ 无障碍和包容的：往往是便利的，其地理位置优越，通常处于从家庭
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开放的时间较长尤其在工作时间之后。

⑤ 有常客：员工和常客给空间定调，设定气氛和区域特征。常客也吸引
新人，使他们感到受欢迎和容易融入。

⑥ 低调：给人的感觉是温馨的、舒适的、不势利、不自命不凡，接纳来
自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

⑦ 有生机和活力的氛围：它鼓励人们怀着好心情长时间停留和经常光顾
，在这里，有食品、饮料、游戏、交流。

⑧ 一个类似于家的地方：经常呆在“第三空间”的人们对此地方有很强
的归属感，有时甚至有主人翁的感情。



有关公共空间的观点
我国城市社会学家郑也夫：

① 公共空间是公共生活展开的舞台，是现代化、城市化的产物。

② 城市公共空间的产生源自于人们交往的愿望和交往的需求。

③ “人气”是衡量一个公共空间好坏的最主要标准。

④ 一个好的自由的公共空间应该能够满足多种需求。

⑤ 公共空间的发达与否是开放社会区别于封闭社会的标志之一，或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

⑥ 人们与公共空间的联系分四种类型：个人习惯，即通过家庭和工
作空间之外，多一个场合来调节自己；寻找特殊的群体，如跟个
人有相同爱好的群体；寻找某些公共信息；宗教和政治活动。

⑦ 人们对公共空间的权利包括：进入权；行动权，即行动的自由，
但公共空间同时要处理不同的人、人群在空间分配上的冲突；要
求的权利与变更的权利；所有权和处置权。



作为第三空间的核心特征

• 第三空间的特征存在于不同层面，包括城市规划
、建筑、设备设施等环境层面，理念、功能与服
务层面，用户参与与体验层面等。

• 核心特征：

– 建筑：开放

– 功能：交流

– 体验：自由

– 目标：人气



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的相应特征

第三空间的核心特征

• 建筑：开放

• 功能：交流

• 体验：自由

• 目标：人气

图书馆的相应特征

• 空间条件

• 交流功能

• 用户体验

• 运营目标



• 建筑

• 功能

– 要素

– 要素结构

• 角色

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
不一样的图书馆



二、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的服
务形态

• 条件：空间条件，即开放的空间设计

• 模式：服务模式，即实现功能的方式

• 效益：服务模式形成与否的标志



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的功能

• 交流功能

• 传统功能

（基础功能）

• 功能融合



交流功能（要素与结构）
• 交流内容：文化艺术、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创客

空间”、表演艺术图书馆、“Library 10”、“Urban Office”、“
多元文化窗口”、“第三文化空间”等

• 交流形式：展览、讲座、沙龙、真人书、阅读分享会、文艺表演
、会议等

• 交流主体：图书馆、馆员、嘉宾，读者、居民个体，群体、组织
、机构，政府等

• 交流组织：在图书馆，馆员组织各种资源与公众交流；在图书馆
，读者、居民、群体、组织、机构、政府等组织自身拥有的资源
及其他各种社会资源与公众交流



• 交流层次：互动、分享

– 以服务对象参与程度作为分层标准

被动参与（看展览、听讲座，实现行动权）

主动参与（报名真人书、阅读分享，实现要求权）

议题设置（主持交流活动，选择议题、参与者，实现
处置权，即表达的权利）

– 互动交流的组织主体是图书馆，分享交流的组
织主体是公众

– 通过交流分层服务，作为服务对象的“人”逐
步实现从客体、参与主体向完全主体的转变



传统功能（基础功能，从用户行
为的角度）

• 阅读功能：对应文献中心、知识中心、学习中
心、信息中心等功能

• 交流功能：组织讲座、展览等



功能融合

• 实现交流功能与传统功能的整合
、有机融合



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的功能

分享

交流阅读



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公众分
享平台

公共交
流活动

传统阅
读服务

注：公共交流活动界定为图书馆作为主体组织交流活动；
公众分享平台界定为公众作为主体组织交流活动



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的服务效益

• 传统阅读服务：各项效益指标等

• 公共交流活动：交流活动量、公众参与量、
公众体验与评价、媒体关注程度等

• 公众分享平台：个体、群体、组织、机构、
社区、城市等作为主体，组织交流活动、实
现社会参与的数量、层次、影响等



三大系列指数

• 阅读指数：文献外借量等

• 人气指数：接待访问量、注册读者量、（图
书馆与社会）组织活动量、参与活动公众量
等

• 媒体指数：大众媒体直接与间接报道次数等



相关主体的角色转变

• 作为服务主体的图书馆的角色转变：文献提供者、活动
提供或合作者、平台提供者——图书馆服务逐步实现社
会化，图书馆不断提高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程度

• 作为服务对象的“人”的角色转变：服务客体（利用者
）、参与主体（交流者，参与者、获得者、接收者）、
完全主体（分享者，提供者、表达者、内容创造者；自
主者，议题设置者）——“人”逐步实现主体化，成为
公共图书馆的真正主体，有效实现社会参与

• 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都在扩展，出现新的兼具双重角色
的主体：群体、组织、机构、社区、政府等



图书馆的转型与超越

“书”的
图书馆

“人”的
图书馆



三、广州图书馆新馆的探索与实践

• 客观条件

• 界定新的理念与功能

• 逐步形成新的服务形态框架

• 获得初步效益

• 新的探索



客观条件：符合第三空间特征的新馆

• 区位条件

• 建筑条件：不一样的建筑

– 个性鲜明的“之”字优雅体造型

– 开放的内部空间、馆藏空间设计

– 馆内外空间关系处理

– 多层次交流空间设计

– 综合功能（展览馆、艺术馆、音乐馆、
电影院、博物馆、档案馆等）



优越的区位：位于新的城市中心，广州塔、广场、
博物馆、大剧院、少年宫等形成第三空间共同体



个性鲜明的造型设计

开放的内部空间设计



开放的馆藏空间设计



平等的内外空间关系处理：同一平面、材料



多层次交流空间

• 图书馆整体空间

• 交流服务区

• 传统服务空间附设的小型交流空间（多元文
化馆、广州人文馆、小剧场、视听鉴赏区、
阅读体验区、广州之窗形象推广厅等）

• 灵活组织的交流空间

• 休闲交流座位







强大的综合功能

• 报告厅

• 展览馆

• 艺术馆

• 音乐馆

• 科技馆

• 电影院

• 博物馆

• 档案馆等















理念

开放、平等、公益（公共服务原则）

阅读、交流、分享（社会功能概括）



功能定位

• 规划功能：五大功能定位

– 知识信息枢纽、终身学习空间、促进阅读主体
、多元文化窗口、区域中心图书馆

– 多元文化窗口功能聚焦文化领域，再分多元文
化、传统与本土文化、都市文化三大系列

• 发展功能：公共交流平台



公共服务形态设计逻辑表

功能 服务模式 目标 手段

阅读 传统阅读服务 效益 开放、公益、专业化（界定最重要的
服务群体、最受欢迎的资源）、便捷
化、自助化

交流 公共交流活动 影响 主题化、对象化、社会化（寻找并选
择合作伙伴，界定并选择优质资源）、
日常化

分享 公众分享平台 价值 开放平台



公共服务形态形成过程

• 第一阶段：以“知识交流论”为基础的奠基阶段

– 建立多样化服务框架

– 突出多元文化交流服务

– 确立运营目标：效益、特色、影响

• 第二阶段：以“第三空间”论为基础的探索阶段

– 对图书馆作为公共交流平台的价值的思考

– 强化作为公共交流平台和公众分享平台的新探索

– “十三五”规划时期完成服务形态整合



第一阶段



多样化服务框架

多样化服务

大众（基本）
服务

分众服务

对象服务

主题服务

交流服务



服
务
定
位
与
目
标

定位 目标

基本服务 文献借阅、咨询导读
等文献提供层次服务

便捷
文献借阅数量效益最大化

主题服务 选定主题的、以文献
服务为基础的多层面
服务与活动

服务特色品牌
主题交流平台
广泛社会影响
深入地方文化生活

对象服务 面向未成年人的多层
面服务与活动；面向
特殊群体的基本服务

服务特色品牌
文献借阅数量效益最大化

覆盖所有特殊群体并产生正
面影响

交流服务 讲座、展览、文艺鉴
赏等公共（包括主题、
与对象）交流服务

代表性文化活动
公共交流平台
广泛社会影响



多样化服务

大众（基本）
服务

报刊区

普通视听资料
区

文学图书区

考试专题图书
区

综合图书区

对象服务

视障人士服务
区

亲子绘本阅读
馆

（分级阅读）
悦读馆

信息技能学习
区

阅读体验区

主题服务

本土文化服务

广州人文馆

家谱查询中心

《广州大典》
与广州历史文
化研究基地

广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常设展

览

多元文化服务

多元文化馆

语言学习馆

都市文化服务

休闲生活馆

创意设计馆

影音鉴赏区

交流服务

服
务
布
局



运营目标：效益、特色、影响

•公众参与程度（服务量、活
动量、参与投票等）

个体层面

•不同群体影响（文化群体、
学术研究群体、领导群体等）

群体层面

•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资源整
合效益等）

组织层面

•大众媒体报道等社会层面

•接待参观交流等区域与行业
层面



基本服
务效益
（日均）

19000
人次

22000
册次

880人



基本服务
效益（开
放20个月
合计）

840万人
次

1047万
册次

62万人



服务特色：本土文化服务

人物专
藏

专藏藏
主与公
众交流
活动

专藏关
联资源
与公众
交流活
动

多主题

公众交
流活动

本土文
化交流
平台

深入地
方文化
生活



广州人文馆文献与人物专藏







服务特色：多元文化服务

• 与各国驻穗领事馆建立联系，接待20多个国家领事馆、大使馆
官员来访，与10多个领事馆合作举办活动，接收墨西哥、日本
等领事馆赠书

• 接待法国里昂、英国伯明翰、加拿大温哥华、意大利米兰、澳
大利亚悉尼等国际友好城市市长访问，接收友好城市赠书

• 与英国伯明翰、法国里昂、加拿大温哥华、韩国光州、俄罗斯
叶卡捷琳堡等城市图书馆签订合作交流备忘录，接收友好城市
图书馆赠书

• 2013年全面开放后举办真人书、沙龙、讲座、展览、电影、歌
舞表演等多元文化活动50多场次、参与活动公众13万多人次



















影响

• （2011年入选“新广州好”百景）

• 2012年新馆建成开放入选“2012年广州市入
载地方志十件大事”

• 2013年广州图书馆新馆正式全面开放入选
“2013年入载地方志十件大事”

• 2014年入选《广州日报》“新型城市化”专
栏开栏“十件新鲜事”

• 2013年大众媒体日均直接或间接报道2次



城市
窗口

书香羊
城的窗

口

学习型

城市的

窗口

多元文

化的窗

口

公共文

化服务

的窗口

广州文

化新地

标

培育世
界文化
名城的
载体

综
合
影
响



城市窗口

• 以现代、时尚的设计，成为现代化城市的窗口

• 以宏大的规模、巨大的建设和运营投入，成为城市经济实
力的窗口

• 以大开放、全公益和多元文化服务，体现了城市开放、包
容的人文氛围，彰显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



城市窗口
市长一天三访图书馆



第二阶段



新馆开放服务一年后的思考：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交流平台的价值需要被
充分认识和挖掘



图书馆作为公共交流平台的价值

服
务
转
型

扩大伙伴关系

转变服务主体
汇聚社会资源

激发社会需求

拓展服务对象

拓宽服务领域

扩大社会影响



案例：

加拿大
多元文
化月活
动





活动缘起：应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邀请，加
拿大著名华裔作家郑蔼龄(Denise Chong)、
李群英(SKY Lee)、朱蔼信(Jim Wong-

Chu)、方曼俏(Judy Fong Bates)来华访
问，在广州图书馆举办“加拿大华裔作家
创作谈”讲座。展览以郑蔼龄代表作《妾
的儿女》讲述的故事为主线展开



相关活动：作为友好城市交流活动
的组成部分，接待温哥华市长代表
团来访。代表团一行参观图书馆，
参加两市文化交流座谈会，签署两
市图书馆、芭蕾舞团合作交流备忘
录



多元文化馆“加拿大多元文化月”活动

活动内容：

• “加拿大的彼岸乡愁——一个华人家庭的移民故事”
图片展

• “加拿大留学”等三种真人书

• “中国人在加拿大”、“龙与枫：两次世界大战中加
拿大华裔军人的故事”等讲座与纪录片展播

• 加拿大华裔女作家方曼俏代表作《陶瓷狗和其他故事
》悦读分享会



活动效果：

• 增加合作伙伴：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加拿大驻广
州总领事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加拿大温哥华公共图书馆、郑霭齡等加拿大华
裔作家、贾葆蘅、黎荃恩等华裔研究专家、加拿
大纪录片导演王建军等

• 汇聚社会资源：合作伙伴把展览内容（故事）资
源、学术研究资源、历史图片资源、主讲嘉宾资
源、纪录片资源等引入图书馆服务



• 激发社会需求：市政府及外事部门认识到图书馆对外交
流的价值，逐步把图书馆作为接待友好城市代表团参观
交流的主要窗口、安排友城代表团与本地文艺界代表交
流的新平台；各国领事馆看到图书馆与公众交流的价值
不断加强合作；研究机构看到图书馆作为学术传播与普
及渠道的价值加以利用；公众通过参与真人书等活动激
发了进一步与他人交流交往的需求等

• 拓展服务对象：城市外事部门、外国驻穗机构等既是合
作伙伴，也是服务对象

• 拓宽服务领域：服务城市对内与对外文化交流

• 扩大社会影响



组织大量公共交流活动

• 2013年：组织454场，参与公众28.3万人次

• 2014年上半年：519场，参与公众19.5万人次



主题服务区
• 多元文化馆：

– 环球之旅－多元文化月系列活动（每两月）

– 与Sam同游图书馆

• 语言学习馆：

– WTalk全英主题分享会（每月）

– 名师教你学英语

• 广州人文馆：

– 刘斯翰先生诗词系列讲座（每月）

– 广州人文社会科学30年成就展

– “广州之窗”文库（拟每年）

• 创意设计馆：

– “友创意”系列展览（每两月）



• 亲子绘本馆：

– “爱绘本爱阅读”亲子读书会（
每周六）

– 英文亲子绘本故事会（每两周）

– 玩具馆主题活动（每周四场）

– 我是科普小达人（每周）

• 悦读馆：

– 悦读会（每周六）

• 视障人士服务区：

– 无障碍电影欣赏活动（每月）

• 信息技能学习区：

– 外来务工人员免费电脑培训班

– “我是打字小能手”未成年人
信息技能培训

– “数字阅读”少儿信息技能系
列培训

– 老年人信息技能培训项目

• 阅读体验区：

– 悦读沙龙（每月）

对象服务区



交流服务区

• 羊城学堂（每周）

• 雅村文化讲座（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名家系列；每
周）

• 养生保健系列讲座（拟每周）

•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每年，及纪录片展播）

• 书香羊城阅读月（每年）

• “光芒涌入——2014国际（广州）诗歌与艺术演绎”
（新年诗歌朗诵会；拟每年）



与80余家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 多元文化领域

– 广东省、广州市外事部门、对外友协、外宣部门

– 墨、加、法、澳、英、日、印、波、美等国驻广州总领事
馆（合作举办活动）

– 韩国光州、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英国伯明翰、法国里昂、
加拿大温哥华等友好城市图书馆（签订交流合作备忘录）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英语教育学院、广州
市新东方培训学校、丹丹人文英语学校等研究机构、教育
教训机构（合作举办活动）



合作领事馆



• 本土文化领域

– 广东文化学会

–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

–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 广州老年书画家协会

– 《诗歌与人》杂志社

– 网易艺术频道

– 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

• 都市文化领域

– 广州日报社（养生保健讲
座）

– 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
悦读沙龙）

–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 仲恺农业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



• 未成年人服务
– 南方分级阅读中心

– 市关工委

– 省科技协会、市科技协会

– 三粒豆亲子工作室、周胜中
国铅笔画、公益小书房、奇
想儿童画室

• 特殊群体服务
– 广东省残联、省盲协

– 广州市残联、市盲协

– 广州爱心读书团、广东狮子会

– 广东省湖南务工人员服务协会

• 学术研究领域
–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 中山大学图书馆

– 广州大学图书馆



其他合作伙伴
• 党政部门

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新闻中心、市
委老干部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教育局、团市委、南国书香节组委
会、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组委会等

• 文化团体与组织

省摄影家协会、吸墨网、广州国际漫画节组委会、中华国际文化名人协会、
水派画·影会、广州市石磨坊许鸿飞雕塑工作室等

广州大剧院、广东省博物馆、市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新世纪出版社、市少年
宫、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市科学中心等

• 学校

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大学等

• 媒体

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



形成广泛社会影响
• 据不完全统计，新馆开放后截至2014年上半先后
有64家境内外媒体累计报道964次，另有360家媒
体转载3528次

• 2013年大众媒体日均报道2次，2014年上半年大众
媒体日均报道1.7次

• 大众媒体的关注大部分源于图书馆组织的公共交
流活动：新闻点大大增加；每一个合作伙伴、每
一个相关主体都成为活动的传播者，都成为图书
馆营销传播的主体。这也为图书馆的营销推广提
供了一种新模式



案例：公共交流活动与传播



对广州图书馆实践的评估：
基本符合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的特征

第三空间的核心特征

• 建筑：开放

• 功能：交流

• 体验：自由

• 目标：人气

图书馆的相应特征

• 空间条件

• 交流功能

• 用户体验

• 运营目标



具备作为优秀交流平台的条件

• 人气旺盛（传播效应强大）

• 位置显著（区域中心，交通便利）

• 环境现代（客厅环境，满足各层面需求）

• 功能多样（适宜各种公共活动）



新探索

• 在公共交流平台基础上细分公众分
享平台功能，建立相应的服务模式
和效益评价体系

• 交流功能与传统功能融合



作为公众分享平台的“价值”
——为相关主体创造价值

• 为公众创造新的价值，提供理性参与、交流、表达
、开展社会交往、自我实现的机会

• 为社会、城市创造新的价值，建设丰富的、多元、
包容的公共生活，推进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培育

• 为图书馆创造新的价值，选择优秀的合作伙伴，获
取丰富、优质的社会资源，丰富公共服务，深入城
市公共生活



对“城市窗口”角色的新理解

• 居民眼中的城市广场，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主要
场所

• 访客眼中的城市客厅，认知城市特质的主要媒介

• 政府眼中的对内对外交流中心，有影响活动的首
选地，重要客人的接待地，城市文化、经济、社
会、政治等综合展示平台



公众分享平台建设：
公众组织、公众参与的端午节
、中秋节活动



功能融合：
基本服务区的主题交流活动：
“520诗歌分享会”



结 语

公共空间是公共生活展开的舞台。作为

“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的实质是对社会公共
生活的进一步参与。接受“第三空间”的理
念并付诸实践，不仅意味着图书馆业务转型
，更意味着接受新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