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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至美院北街，古木翠嶂直逼

眼底，自美院象山校区3号门驶入，不

足百米后便是“九樟双桥”和那栋白

灰色基调的两层小楼。这里，是中国

美术学院出版社及其所属的南山书

屋·象山之家阅读空间的所在地。20
年前，中国美术学院始入象山，整葺

原杭州卫校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的老建筑，2002年秋，象山校区首批

新生入驻，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社

委、办公室主任、南山书屋总监苏晓

晗正是这批新生中的一员。转眼 20
年，曾经的少年们如今已步入中年。

然而在他们的心底，一抹穿越时光的

书香已悄然成为一道光，一道照亮每

一个“美院人”心底的光。

打破边界的文化地标
——“书店之于生活该是‘调色盘

’一般的存在，每一格都应有一个

色彩。”

记者：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南山书

屋·象山之家阅读空间是什么时候正

式开启的？

苏晓晗：象山之家阅读空间于去

年5月正式开启。

记者：在浙江省，像南山书屋这

样由出版社直接经营的书店只此一

家。在您看来，这样的模式有何独道

之处？

苏晓晗：基于出版社的资源，我

们会定期组织专家教授、编辑等到书

屋与读者进行直接的交流，我们的

“南山讲堂”项目便是中国美术学院

出版社为响应国家“推进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通

过邀请文化艺术领域名家到南山书

屋举行专题讲座、新书发布和学术研

讨等活动，向大众推介艺术人文阅

说到南山书屋，想必许多生活在杭州的人都不陌生。开业至今，这家书好、人

少、意境佳的“顶流”书店始终稳居“杭州最有格调的独立书店”榜单之列。木框

窗、青面墙以及黑底白字的门头，在时代的碰撞之下，“有格调”的南山书屋穿越了

时光，成为中国美院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在这个橙黄橘绿的季节，我们再次出发，穿过那摇曳在苍柏翠竹间的光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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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迄今已经举办 300多场活动。同样，

有了书店这个平台，出版社也能及时了

解到读者的需求、反馈和建议。如此，出

版社、书店和读者之间便构成了一个良

性的互通关系，这样的关系，能最大化地

发挥出版社和书店的业态优势。

记者：作为书屋的管理者，您会以一

个怎样的发展理念打造这个空间呢？

苏晓晗：我想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第一个关键词是“平台”。南山书屋

自 2003年创办以来，学院的师生就多了

一个交流休憩的场所，象山之家阅读空

间同样延续着这个使命。一些老师还会

把课堂搬到象山之家来，由于教学效果

显著，久而久之，这里也就成了学院的

“第二课堂”，这让我萌发了打造“平台力

量”的想法。于是，我们在优化象山之家

的场地布局的基础上，着力构建融媒矩

阵，形成了多维度的传播格局。迄今为

止，象山之家阅读空间已举办了“南山书

屋·三山艺术趴”、杭州·影像志摄影展、

书籍设计展：阅读的回声等多场作品汇

展和艺术沙龙等活动，为青年艺术家搭

建起作品赏读与推介的平台。

第二个关键词是“转化”。近年，中

国美院出版社深耕主题出版成果的转

化，着力将成果转化与小学思政课堂、大

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今年1月，我们就

携手杭州娃哈哈小学打造了红色育人生

动课堂，为美育积极赋能。

第三个关键词是“担当”。作为中国

美院下属的一家书店，我们理应承担起

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教育，肩负起新时

代美育工作的责任与使命。去年 9月至

10月，出版社推出了金秋阅读季主题分

享活动，活动通过媒体宣传以及我们

自己的新媒体矩阵直播等方式，为线

上、线下读者奉上了一场场别开生面的

阅读盛宴。

综上所述，平台、转化和担当这三个

关键词让我们象山之家阅读空间变身成

为“知识生产工坊”和“人文阅读体验

场”，它们互为交融，缔造了阅读的新

生态，也构成了美院独特的校园文化

地标。

是质变，也是回归
——“在众多书店试图向多元化

转型时，我更希望它能回归到一

个纯粹的样子里。”

记者：如果说化学作用是具有创

造性的强大力量，那么“美院人”这个

身份之于您的工作会产生怎样的“化

学作用”呢？

苏晓晗：2002 年，我成为象山校

区的第一批新生，就读于中国美院艺

术鉴藏专业，算起来已经是20年前的

事了。借用前中国美院院长许江教

授的话来说“这样的校园，不仅给予

人一段独特的人生记忆，还通过某种

园林山水般的日复一日的相照，培养

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和心灵。”于我而

言，美院给予了我人心的滋养，这是

质的改变，我想，那挥之不去的“美院

情结”该是源自质变后的“化学作用”

吧。

记者：您希望象山之家成为一个怎

样的阅读空间？

苏晓晗：如今，很多书店在试图多元

化转型时，往往因发力过猛而丢失了最

初的本意。象山之家阅读空间启用后，

时常会有学生在这里捧一本书，倚靠沙

发，一泡就是一整个下午；连平时鲜少遇

见的教师也会时常来这里看看书，亦或

点一杯咖啡，跟友人聊聊日常……这是

我愿意看到的画面，这栋小楼不仅是我

们当年求学时的图书馆，还兼顾着自习

室和国画临摹室的功用，现在想来，这小

楼跟书真的挺有缘分。与其因世俗拉扯

而加以盲目地叠加，我更希望象山之家

阅读空间能回归到一个纯粹的样子里，

它不仅是一个看书、买书的地方，每一个

人都应该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空间，

感受到一份家的归属感。

【关于南山书屋】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书屋前身为

1986年创办的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服务部，2003 年正式更名为中国美

术学院南山书屋，以经营艺术人文

领域的学术图书为人所知，其中也

不乏具有版本收藏价值的高端图

书。南山书屋坚守人文艺术的学脉

文心，打造“天堂”杭州的“灵魂加油

站”。2019 年，南山书屋被评为“书

韵飘香·阅动浙江”最具风采校园书

店。2022年，书屋荣获“第一批宋韵

展示窗口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书屋·象山

之家阅读空间充分利用中国美术学

院出版社和书店的业态优势，通过

出版实践、阅读推介、学术讲座、艺

术沙龙、文化集市等一系列活动，以

书香文韵助力象山校园成为激荡青

春、孕育思想的精神憩园。

南
山
书
屋·
象
山
之
家

南
山
书
屋·
象
山
之
家

南
山
书
屋

鲁
大
东/

刻

◎ 记者 贾 露◎ 记者 贾 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