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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藏书，重新进入社会，

发挥价值。另一个是提出了

共享的概念，最大化发挥民

间藏书，传承传播人类文明

文化载体的价值。

于是，这座藏书楼由政

府提供公共空间，邀请具有

创新意识的专业团队设计，

委托社会机构运营，让沉睡

于民间的个人藏书重新进入

社会流通，激发藏书背后隐

藏的人文价值，让藏书楼有

了新的时代价值。。

这个文化活力依托于公

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空

间”这个概念涵盖了“公共

的”空间，“文化的”空间，

“公共文化的”空间，三个层

面的内涵。这包含了文化

设施，文化场所和文化活

动，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

想起老舍先生曾说：“一个

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由此可见公共文化空间的

流变，是社会变革的晴雨

表。

从乡里社会跨越到现

代社会，慈城古镇抱珠楼的

属性，从原住民日常生活的

场所转变为提供给旅游者

体验消费的场景，其运营方

式也从基于乡规民约的自

治，转变为文化旅游发展中

“一中心多主体”的共治。

因此我们可以在遗产保护、

旅游开发、地方发展、文化

消费等复杂语境下探讨慈

城古镇抱珠楼文化空间的

生长问题。

毋庸置疑，书是这座藏

书楼的主角。抱珠楼将书

放在对人来说最重要最舒

服的位置，不仅仅希望把书

作为一个符号，让人去观赏

商业与文化不是拔河商业与文化不是拔河

这些书，更是希望人能融入进去，以人的活

动丰富书的内容。让同样喜欢阅读，喜欢藏

书的人聚集到这里，它既是物理的聚集空

间，也是精神的凝聚场所。

从藏书楼回归到文化公共空间这个话

题。一个地方的公共文化空间，对于原有的

居民而言，是日常的，真实的，饱含回忆的。

而当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传统的公共文化

空间的地理边界和群体边界逐渐被打破，这

就需要我们的公共文化空间更加的多元。

这就需要公共文化空间延展出能够满足旅

游者对于异文化的想象和找寻。作为“被凝

视的景观”，公共文化空间不仅仅成为旅游

者进行在地性文化体验和旅游消费的对象，

还应成为承载旅游者消费活动的场所。

面对文化功能的延展和运营方式的改

变，政府职能以及与市场的合作方式必然

要发生改变。“公共文化空间的开发必须遵

循文化至上的逻辑，容不得商业的侵蚀。”

这是一种声音；“纯文化的东西难以盈利，只

有商业化开发才能长远发展。”这是另外一

种声音。

在这两种观念的冲突之下，产生了多元

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与隔阂。然而，公共文

化空间的治理是一个多元复杂的问题，如果

仅仅将商业与文化看作二元对立的关系，就

不能解决其中更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空

间运营获取盈利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

价值才是抑制或者加速增长的基础，并且决

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黄严说。

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保护和商业开发

贯穿抱珠楼的整体运营方案。对于公共文

化空间这样一个特殊的治理对象，既要把它

当作是慈城古城这一特殊场域里具有商业

属性的文化资本，对其进行商业化运营；也

要把它当作是用于稀释浓厚商业氛围的公

共文化设施，对其进行事业性运作。商业和

文化的观念冲突，不是二者选一的问题，而

是商业多一点还是文化多一点的平衡发展

问题。

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慈城古城，是文旅产

业化与地方性视阈下“文化变迁”与“多元治

理”问题的缩影，折射了旅游发展与经济、政

治、文化、权力、民生等复杂问题的交互作

用。由于抱珠楼兼具多重身份，具有一定的

典型性，所以，在复杂语境下探讨公共文化

空间治理机制的构建，不仅对慈城古城意义

深远，还将为其他类似城市中藏书楼的运营

发展实践提供思考。

提到藏书楼，很多人会想到各种老建筑。事实上藏书楼只是一个古代藏书处所的泛指，只要有藏书作用的都可以称

其为藏书楼。

在我国各地散落着很多这样的藏书楼，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当下，随着文化消费水涨船高，依托文化资源，完善城市经济发展结构，成为推动城市更新及发展的重要手段。“藏书

楼”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延展了城市的文化记忆，拥有了新的文化力量。

2022年 7月 23日，宁波市政府重启抱珠

楼。抱珠楼是清道光年间浙东著名的藏书

楼，为冯骥才高祖的从弟冯本怀所创办。

2007年，浙江图书馆在其举办的一次国际学

术会议上，将抱珠楼和天一阁一起列入浙江

省存世的十四座著名藏书楼之中。自此，慈

城冯氏抱珠楼，与宁波天一阁、余姚五桂楼并

列为宁波三大藏书楼。

盘活闲置的文化资产，延展城市的文化

记忆，可以更好的推进慈城古城的建设。如

何改造这座建筑，使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宁

波市政府提出利用原有建筑的空间特性，将

之改造成一座优秀传统与创新思维相融合的

新式藏书楼。于是，当隐居集团的创始人黄

严提出“天下读书人共建藏书楼”时，双方一

拍即合。

这个“合”来自于两个思路，一个是让更

多爱书的藏家，有存书的空间，以及让沉睡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