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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0年建造打磨、总建筑面积32.1万平方米的之江文化中心，是目前全国体量最大的省级公共文化设施集聚群。这艘引人注目的

“文化航母”，以独特的文化气质和高雅的艺术格调，不断吸引着市民和游客前去刷新自己的文化体验。自8月29日启用以来，这座具有

鲜明辨识度的文化地标，无疑实现了多维度的共生共促，成为浙江悠远文脉的一处“点睛之笔”。

之江文化中心
“公共文化共同体”的浙江创新范例

◎ 阮 可（浙大城市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 阮 可（浙大城市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

之江文化中心是浙江忠实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擘画的“八八战略”的一项文化

惠民工程，也是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奋

力推进“两个先行”标志性文化成果。它

的建成开放让之江大地长出繁茂的文化

根系和气质，也带来了极为珍贵的精神

财富。盛世之下，之江文化中心和浙江

农村文化礼堂、历代绘画大系、国家版本

馆杭州分馆、德寿宫等“文化重器”绘就

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群像图。可预期

的是，之江文化中心不仅会成为浙江的

“文化会客厅”，也将成为市民和游客共

享的“公共文化共同体”。

站在全国省级文化设施的角度来

看，32万的建筑体量无疑是首屈一指，从

它开始建设时，各省都很关注浙江这个

“文化航母”。从国际上来看，正如埃菲

尔铁塔之于巴黎、悉尼歌剧院之于悉尼、

金门大桥之于旧金山，国际都市都有它

地标性建筑，有别于以上文化建筑，作为

公共文化设施的之江文化中心，兼有文

脉传承、知识传播、艺术普及、文学熏陶、

审美教育等功能；当然之江文化中心还

具有很高的观赏、游览打卡功能，合院式

的建筑充分彰显了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的韵味和气质，之前有些地方喜欢造一

些奇形怪状的文化设施，往往是形式大

于内容，“中看不中用”，而之江文化中心

的 4 馆一中心格局让文化服务功能更集

成、更互补、更便民。此外，公共服务中

心让省文投来运营，除了能提供足够的

场馆保障之外，也可开发文创产品，用产

业思维来为场馆“造血”。

对之江文化中心有哪些期待？

一是“馆界融合”。打破“孤岛”，消

除图书馆、博物馆、非遗馆、文学馆的

物理服务边界，在保持主业的前提下，

每个场馆在服务上都可以相互融合，做

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博物

馆内可以嵌入新型阅读空间，逛累的游

客可以休憩阅读，图书馆内可以有非遗

方面的文献专题展览，文学馆内可以有

历代浙派作家的古籍展示，公共文化中

心可以有非遗小吃，让市民可

以一站式品尝“百县千碗”，实

现业务混搭、功能互嵌、资源

共享。

二是“馆内引流”。依托之

江文化中心，可将宣传、团委、

民政、教育、残联、工会、旅游等

部门及各类社会力量的资源导

入进来，成为文化资源“蓄水

池”。可把周边宋城、六和塔等

周边景区和酒店串珠成链，构

建新的研学和文化旅游线路。

此外，还可依靠毗邻中国美术

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高校区

位优势，吸引聚集大批新锐的

书画艺术家、音乐创作家，进而

吸引文创机构入驻周边地区，

孵化新型文化创意园区、文化

艺术特色小镇。

三是“馆外导流”。之江文

化中心不仅成为服务周边“十

五分钟文化圈”的极核，还将成

为催生更多的文旅业态的重要

引擎，将构建更大范围的文化

生态圈。它会带动周边闲置空

间变得灵动时尚，也让更多周

边居民原本生疏、冷漠的邻里

关系变得温馨亲切，形成“文化

社群”。在之江文化中心的辐

射下，会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

参与“新型文化空间”“流动博

物馆”“街头艺术角”的建设。

之江文化中心应定位“文化总

部”，不仅为杭州的学校、场馆、

机构，还可为全省各地配送最

优质、最“落胃”的文化大餐。

譬如山区二十六县可“点单”，

申请历史文物、典藏古籍、非遗

技艺等展览、活动共享，之江文

化中心通过“派单”实现优质服

务资源下沉，进一步推动省域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四是“馆中数智”。文化场

馆数智化能增强用户的体验

感、获得感、可及性。比如目

前图书馆采用的虚拟导航技

术，读者打开手机跟着手机走

就可以了，精准找到所需书籍。“一键借

阅书”让读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线上

点单、线下送书”的便利。利用虚拟现实

技术，可让中华文化全景呈现，让游客

沉浸体验，穿越时空，穿越历史。通过

动漫游戏应用，还能寓教于乐让小朋友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面互动。相

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数智场景在之江文

化中心应用，能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上的文字都活起来。之江文化中

心还会丰富“浙江文化圈”服务内容和

功能，打造线下线上一站式文化链接，

让浙江人民的文化生活“触手可及”。

五是“打通两侧”。其他省份也会更

关注之江文化中心的场馆运营和机制创

新等问题，期待浙江能在构建“公共文化

共同体”上率先破题。我认为，首要的是

考虑更好“打通两侧”的问题，打通供给

侧及需求侧，真正做到“供需对接”。这

里要整合公共文化机构供应链生态的产

品及服务供给与市民消费需求精准匹

配，促进产品及服务价值不断提升，驱动

市民文化消费升级，与此同时通过获取

的场馆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形成指导、监

管、赋能作用，从而形成供应链生态端、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市民群众四端深

度融的正向循环，最终促进人、服务、场

景、社会关系、消费的融合，实现文化产

业与文化事业相互赋能，释放出巨大的

社会效益，从而建构出具有浙江辨识度

的“公共文化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