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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公共图书馆力排众议大改造
本报记者 陈 璐

美 国 纽 约 公 共 图 书 馆 耗 资

3 亿美元重新设计和改造其位于

曼哈顿第五大道的旗舰建筑的计

划遭到不少反对，目前，图书馆正

力图迅速解决这些“障碍”，以便

尽快实施改造项目。

耗资达10亿美元

这个被称为“中央图书馆计

划”的项目于 2008 年宣布，预计

2014 年彻底竣工，但受经济衰退

影响，加之图书馆领导层变动，计

划被搁置。到今年 2 月，图书馆又

逐步将计划重新提上日程。根据

当时的报道，图书馆董事会已批

准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在

改造后的主体建筑内设计一个流

通图书馆，以及在分馆开展教育

项目试点计划。

“中央图书馆计划”意图把图

书馆改造成一 个 包 括 流 通 图 书

馆、众多计算机终端和咖啡馆在

内的综合性场所，翠贝卡公司和

喜达屋资本集团将注入资本，打

造一个内含图书馆的酒店公寓大

厦。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商务图书

馆和中曼哈顿分馆将被卖掉，其

馆藏和服务并入主馆，在重新配

置完成前不会关闭。有关工作人

员表示，在主馆中，将有两个主要

的存储区域，150 万册书仍将存储

在布莱恩特公园下方的书库里，

而 逾 200 万 册 非 流 通 藏 书 将 被

迁 到 楼 里 的 其 他 地 方 或 新 泽 西

的书库里。

纽 约 公 共 图 书 馆 馆 长 安 东

尼·马克思说，任何需要从新泽西

书库调出的书都可以在 24 小时内

通过扫描、交付在主馆看到。改

建后的主馆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流

通图书馆，拥有更多可公开借阅

的藏书。“图书馆关门后，我们也

将提供书籍的浏览服务，读者在

放假期间也可以在家里通过网络

订阅图书，书架上的珍贵藏书相

信 也 会 获 得 学 者 和 研 究 者 的 喜

爱。”同时，由于希望这里能成为

纽约的创作中心，该计划打算将

主 馆 办 公 室 设 计 成 一 个 可 容 纳

400 多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工作空

间，并将开放时间由目前的晚上

8 点延长到 11 点。此外，图书馆希

望通过与纽约教育部门合作，将

在线目录引入公立学校，为学生

提供英语和计算机类课程，以及

课 后 辅 导 和 家 庭 作 业 帮 助 。 目

前，约有 50 所学校加入试点计划。

据了解，整个项目预计耗资

10 亿美元，3 亿美元被用于翻修主

馆。其中 1.5 亿美元来自市政拨

款，其余靠捐赠和变卖资产获得。

争议不绝于耳

一些专家对改造表示支持。

建设委员会名誉主席和联合主席

马歇尔·罗斯力挺马克思，在 2008

年向图书馆捐赠 1 亿美元的斯蒂

芬·施瓦茨曼也很高兴看到计划

回到正轨。“整个项目又开始充满

活力了，当它完成时，人们将大为

惊喜。”

然而，一直以来，项目就伴随

着很多来自学者、作家和普通读

者的反对声音。批评者认为，改

造无论对历史建筑还是对藏书，

尤其是研究类书籍来说，都是一

个极大的打击。他们担心项目将

削弱纽约公共图书馆作为参考文

献中心领军者的角色，使其变成

类似星巴克的地方。纽约市民吉

姆·马丁说：“综合性建筑是公共

图书系统与房地产开发商、投资

商妥协和勾结的产物，是对研究

型图书馆的破坏。”艾姆赫斯特学

院研究拉丁文化的伊兰·斯塔文

思教授也表示：“重新定位后的图

书馆，研究和学术机构的成分少

了，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时尚场

所的成分多了——比起知识深度

来，它更多地与娱乐有关。这种

变 化 会 给 研 究 带 来 巨 大 的 不 利

影响。”

项目完成后，预计每年的到

访 者 将 从 150 万 增 长 到 400 万 ，

这让批评者不免担心新建图书馆

的 拥 挤 程 度 将 大 幅 攀 升 。55 岁

的曼哈顿居民唐纳德·琼斯一周

内 多 次 在 中 曼 哈 顿 分 馆 使 用 电

脑：“现在用电脑的人就够多了，

将来会更糟。”另外，改造和搬运

势必会影响相关书籍的使用，人

们 不 知 道 图 书 馆 将 花 费 多 长 时

间 才 能 把 图 书 从 仓 库 里 重 新 弄

出来。

对此，马克思表示，图书馆将

不会太挤，因为改造将创造出多

达 2 万 平 方 英 尺 的 公 共 空 间 。

他说，图书馆将研究哪些书使用

率低，大部分主要的研究型图书

馆都保存下来了，搬出的书籍将

设 有 条 形 码，便 于 寻 找 和 发 送。

至于批评者提出的“与其在这上

面浪费巨款，还不如把这些钱花

到 翻 修 情 况 日 益 恶 化 的 图 书 馆

分馆上”，马克思说，只是整修中

曼哈顿分馆就要耗资约 1.5 亿美

元，还 要 关 闭 图 书 馆 两 年，而 卖

掉它以及科学图书馆，将为整个

系统注入 1000 万美元至 1500 万

美元，可以用于投资其他更重要

的研究项目。

力排众议实施改造

4 月初，一些学者发起抗议，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 200 人在抗议

书上签名，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

奖获奖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

萨、《巴黎评论》的编辑洛林·斯坦

因。抗议书的起草者之一、社会

科学教授琼·斯科特称，由于目前

不在馆的书籍往往要比在馆的需

要更长时间获得，他质疑图书馆

对搬到新泽西州的书可以在 24 小

时内使用的承诺。本月初，历史

学教授格拉夫顿在大学报纸专栏

上写道：“每当我想起纽约公共图

书馆这个伟大的图书馆已经变成

一个大的网络咖啡屋，都会痛苦

不堪。”但最近，格拉夫顿又表示

如果真能像马克思保证的那样，

至少有两百万册图书继续留在图

书馆，还是可以接受的。

马克思坚称改造计划意义深

远，他 认 为，该 计 划 很 好 地 履 行

了图书馆对书籍保存和研究工作

的承诺，体现了其为更好地满足

广大市民需求所做出的努力。“ 图

书 馆 界 正 在 发 生 变 化 。 我 们 必

须和它一起变。”不过，图书馆也

承认，出售两个曼哈顿分馆这一

变革确实是太大了，可以说是对

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的颠覆。为

此，过 去 几 个 星 期 里，马 克 思 频

繁 在《赫 芬 顿 邮 报》和 高 等 教 育

内刊上发表文章，并现身电台和

电视台，还组建了一个包括质疑

者在内的顾问小组，成员有哈佛

大 学 法 律 教 授 安 妮 特·戈 登·里

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历

史学教授大卫·纳沙和普林斯顿

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东尼·格拉夫

顿等著名学者。

马克思表示，他们将考虑学

术界的反对意见，“学术界关心的

就是我们关心的。”他愿意在线公

布对计划的质疑和意见，并面对

面收集其他相关问题。不过，图

书馆尽快实施改造项目的决心仍

未改变，他们将在改造过程中对

上述问题进行认真考虑。

近日，日本上田学园宣布，计划将其在大阪设立的“大阪综合

设计专门学校”升格为“大阪综合漫画艺术工科大学”，并已向文

部省提出了申请。如果进展顺利，该校将于明年 4 月诞生，成为全

球第一所以漫画为主要专业的“漫画大学”。据悉，这所大学将只

开设漫画及相关专业课程，专门培养漫画方面的人才，以及能够使

用数码技术创造漫画相关产品的专家。

此次筹建“漫画大学”，旨在担负起推动“酷日本”文化出口的

任务。“酷日本”是日本“数字好莱坞大学”校长杉山知之提出的日

本文化概念，是描绘日本现代文化的新词汇。其背景是日本文化

界人士纷纷呼吁政府打造和发展强势的“新文化产业”。

杉山知之认为，日本发展“新文化产业”，首先要注意的是在

世界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其次要提高动漫创作人员的待遇；此

外，还应把所有的产业都作为内容产业的舞台，把出口“酷日本”

文化当成国策，在世界上培养更多的日本游戏迷和日本动漫迷。

他指出，数码技术和信息通信设备是日本的优势，特别是日本关

西地区，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有极具竞争力的新技

术。为更好地发展漫画产业，必须将漫画艺术和数字技术相融

合，创作出两者完美结合的作品，这就需要培养新型数字人才。

据悉，“漫画大学”的目标是建设成一所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

电脑软硬件设施和资源丰富的网络教学环境的大学，培养专业技

能型人才，帮助他们完成最新的课题计划并成为新型动漫专家，

为漫画产业发展做出贡献。该校负责人称，希望通过新学校的设

立，将日本漫画文化传播到中国、韩国乃至全球。

日本文部省称，迄今为止，这是头一家以“漫画”作为大学名

称的学校。文部省将对该大学的办学条件等进行审核，预计将

于今年 10 月末宣布是否批准。

致力于汇集青少年创意力量的英国伦敦圆屋剧场，日前推出

一个名为“呼吁创意”的全球创意机构联网计划。该计划旨在通

过全球相关组织机构的合作，展示青少年创造的优秀艺术作品，

在交流经验和技术的同时传递创意，并促使青少年更充分地运用

聪明才智创造社会价值。

“呼吁创意”由合作计划、研讨会和艺术节三阶段活动组成。

合作计划阶段，全球各艺术机构的合作者将针对创意和传播优秀

艺术品展开行动。从 2012 年起，各成员机构将与圆屋剧场洽谈具

体合作意向，他们将提交为青少年提供创意机会的合作方案，并

选出一系列年度计划。研讨会将于 2013 年召开，全球各地的艺术

机构成员将分享他们的经验，并在与青少年的合作中开展进一步

实践。艺术节将于 2014 年在圆屋剧场举办，主要展示青少年创作

的优秀艺术作品。

作为“呼吁创意”计划的发起者，圆屋剧场一直是英国创意文

化独具特色的标志。原为蒸汽发动机修理棚的圆屋建立于 1846

年，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它很快就被淘汰。尽管如此，凭借建筑

上的优雅细节和铸铁、锻铁在支撑石板屋顶上的创新使用，圆屋

被确认为 19 世纪中叶建筑界的突出代表。1964 年，剧作家阿诺

德·威斯克尔在圆屋发起工会运动，圆屋由此成为新锐艺术场地，

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具传奇色彩和令人难忘的文艺演出都

在这里上演，包括吉米·亨德里克斯、平克·弗洛伊德、彼得·布鲁

克等艺术家的表演和纽约生活剧场的驻场演出等。经历了近 20

年的辉煌后，圆屋在 1983 年由于缺乏资金而关闭。直到 1996 年，

当地商人特克勒·诺曼买下圆屋剧场，才使其起死回生。2006 年，

圆屋剧场重建之后，表演场地得到恢复，还建起了一个针对 11 至

25 岁青少年的国家创意中心。这次重建给圆屋剧场提供了更广

阔的空间发展国际艺术的长期项目。自此，青少年事务成为圆

屋剧场的工作重点。如今，圆屋剧场为全世界 24 个国家的艺术工

作室提供针对 11 至 25 岁的艺术创意计划时间表，设施包括电视、

广播和音乐制作工作室以及艺术表演排练室，资金大多来自个人、

信托、企业赞助和公共资助。

4 月 18 日，为期 5 天的科隆艺

术展在德国科隆展览中心 11 号馆

开幕，这个历史最为悠久的现当

代艺术展会迎来了第 46 个生日。

来自全世界 24 个国家的 200 余家

画廊参加了此次展会，带来 1000

余名现当代艺术家的优秀作品，

涵盖现代经典、战后艺术和现代

艺术几个时期，囊括绘画、雕塑、

摄影、装置艺术等众多门类。展

览预期将吸引 6 万余观众，业界对

交易额更是非常看好。然而，就

在几年前，这个艺术展还被视为

“鸡肋”。

现当代艺术展鼻祖

1967 年，德国艺术品收藏家

海恩·史蒂恩克、鲁道夫·茨维尔

纳为振兴孱弱的现当代艺术品市

场，在科隆举办了一次以现当代

艺术作品为对象的交易会，命名

为“科隆艺术市场”，它便是科隆

艺术展的前身。此前，现当代艺

术品市场交易条件并不好，当时

颇具知名度的美国芝加哥第 57 街

艺术展和密歇根安·阿尔伯艺术

展都是面向艺术家个人的，交易

场所也只是街道等公共场所。“科

隆艺术市场”是首个以商业画廊

为目标群体、将现当代艺术贸易

作为主要目标，并向参展商提供

与画廊条件相当的展位用于展出

交易的艺术展会。

事实上，两位创始人对于“科

隆艺术市场”并没有长远规划，最

初他们的目标是推广由德国青年

艺术家创作的新艺术作品，希望

将这些艺术家推荐到国际市场，

吸引新的买家购买作品。当时二

战刚结束，战后现代艺术在德国

复兴，人们对现代艺术的态度也

有所转变，但是德国现当代艺术

品交易市场仍然低迷，“科隆艺术

市场”的出现为毫无生气的西德

艺术品市场带去了活力，使科隆

一跃成为新兴的、令人瞩目的世

界现当代艺术中心。

上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科

隆艺术展迎来鼎盛时期，无数德

国艺术家和收藏家通过这一展会

在国际艺术界取得巨大成就，展

会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地重量级画

廊每年必到的艺术品交易盛会。

20 年前，《纽约时报》曾以《科隆发

出的挑战：纽约的艺术垄断要破

灭了么？》为题发表文章，对科隆

在现当代艺术品市场中的重要地

位予以肯定。然而，90 年代后期，

科隆艺术展却直线衰落，甚至淡

出了国际艺术品市场。

从固步自封到大力改革

体量过大、管理混乱、缺乏精

品……在现当代艺术品市场以惊

人的速度发展的同时，这个现当

代艺术品展会的鼻祖似乎已跟不

上时代的步伐。伴随着展会质量

下滑，重要的画廊、收藏家甚至普

通观众开始不断流失。同时，柏

林作为现当代艺术的新兴城市，

用低廉的租金不断吸引着新晋艺

术家、收藏家和画廊的目光，很多

艺 术 家 和 画 廊 迁 徙 到 了 柏 林 。

1996 年，柏林举办的“艺术论坛”

成为科隆艺术节的劲敌。

不过，在一些德国专家看来，

打败科隆艺术节的不是作为新艺

术中心兴起的柏林、席卷全球的

经 济 危 机，更 不 是“ 变 得 小 气 的

收藏家”——一成不变的结构、不

具鲜明特色的形式、缺乏想象力

的 展 品 让 这 个 曾 以“ 世 界 第 一”

闻名一时的展会淡出国际艺术界

的视线。

4 年前，出生在瑞士苏黎世的

美国人丹尼尔·哈格开始掌舵科

隆艺术展，对这个老艺术展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果断地将

参展商从 300 家削减到 200 家，关

掉展会的两个展厅，提高展品的

参展标准，以此结束展会重量不

重质的错误发展趋势。他聘请艺

术大师拉士罗·摩荷里·那基的孙

子负责展会光线设计，并亲自负

责联系画廊。其间，他观摩了无数

个大大小小的艺术博览会开幕式，

拜访了科隆艺术展以前的“大客

户”，希望能够找回流失的资源。

哈 格 的 努 力 获 得 了 回 报 。

2008 年，从参展商到艺术品到交

易额，科隆艺术展迎来了一次全

面的新高峰。随着展会的大规模

改革，科隆也再一次作为欧洲现

当代艺术品中心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里。Eigen+Art 画廊的负责人盖

尔德·哈利·吕贝克说：“我们每年

在全球参加的艺术展共有 12 个，

从香港到伦敦，从迈阿密到巴塞

尔。坦白讲，现在艺术品交易市

场的流动性在不断减小，我们必

须在比较中选择一个最中意的展

会。”他 们 的 选 择 正 是 科 隆 艺 术

展，原因很简单——在这里他们

获得了最大的交易额。

创新尝试不会止步

展会的重新复苏令哈格饱受

赞誉，然而，这位野心勃勃的展会

负责人并未因此止步。今年，科

隆艺术展又一次以崭新的面貌与

观众见面了，其与美国“纽约新艺

术销售商联盟”的首次牵手无疑

将成为最大看点，后者携 32 家美

国知名画廊参加展会，科隆方面

也将为其提供独立的展览空间。

哈格表示，2004 年，“纽约新艺术

销售商联盟”作为新晋画廊的交

流平台成立，在年轻艺术家中有

着很强的号召力，此外，该联盟对

参展艺术品的选择有一套严格标

准，这无形中为展品增加了一层

过滤器，提高了参展艺术品的含

金量。

从 参 展 画 廊 的 所 属 区 域 来

讲，200 个参展商中，来自柏林的

就多达 32 家，除了少数来自亚洲、

南美的画廊外，大多数是欧洲画

廊，这些画廊与“纽约新艺术销售

商联盟”的联手丰富了艺术品的

来源，扩大了展会的外延。

4 年前还被视若“鸡肋”的科

隆艺术展，如今已经重拾往日魅

力。在这个不惧怕改变、乐于尝

试、善于创新的艺术展上，世界重

量级画廊与冉冉升起的新星共聚

一堂、展示风采。现在，科隆艺术

展正在等待参展画廊交易额的最

终数字，这将决定那些世界一流

的画廊还会不会出现在明年的展

会上。

科隆：重树现当代艺术展权威
杰 夕

日本筹建全球首家“漫画大学”
禾 泽

英国圆屋剧场推出“呼吁创意”计划
樊 炜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院儿童博物馆用孩子容易理解的方式展

出韩国历史、文化，注重体验式教育，培养孩子对韩国文化遗产的兴

趣与好奇。图为 4 月 5 日，一名小观众在妈妈的要求下，在标有世界

各地的假面和假面舞的地图前找出韩国假面。 本报记者 宋佳烜 摄

纽约公共图书馆进行改造时，并未停止为市民提供服务。图为

2011 年该图书馆改造时的外观。 本报记者 叶 飞 摄

（上接第一版）加强施工中的安全

管理，将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有机

结合，努力做到工程修缮完工之日

就是开放利用之时。要狠抓质量，

锻炼队伍，从全国范围内组织、调

度优秀的专业队伍参与承德保护

工程。要加强管理，完善服务。

严格控制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遗

产区和缓冲区内可能影响环境景

观的建设活动，对于文物古迹的

复建更要特别慎重，把主要精力

放在“保真”而不是“造假”上，切

实维护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坚持文化遗产的公益属

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

化遗产保护工程于 2010 年正式启

动，是我国继西藏布达拉宫历史

建筑群保护工程、长城保护工程

之后的又一重大文物保护工程。

该工程共包含古建筑保护、安消

防（含防雷）、文物科技保护、遗址

保护、文物保护基础工作五大类

项 目，截 至 2011 年 已 开 工 23 项

（含 3 个试验段），计划 2012 年开

工 52 项，2014 年年底前争取完成

除工程报告研究出版项目外的所

有修缮工程。普乐寺始建于 1766

年，是清乾隆皇帝平定西北叛乱

后修建的寺庙，是民族团结的象

征，其汉、藏结合的建筑形式极富

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

值。普乐寺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重要

组成部分。

普乐寺修缮工程开工仪式在承德举行

（上接第一版）

杨志今指出，近几年文化部

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逐步走向规

范，但是仍有部分社会组织存在

超龄超届、管理制度不健全、违规

举办活动等问题。希望各社会组

织以领导班子建设、内部管理制

度建设、党组织建设为重点，逐步

提高社会组织业务活动的质量，

建立科学、可行的现代社会组织

管理运行体制和机制，使社会组

织管理工作朝着更加规范、科学

的方向发展，为更好地服务社会、

参与文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杨志今强调，作为业务主管

单位，文化部多年来明确“监督、

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工作方

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不断完善

组织机构，推动社会组织建设朝

着规范、科学、健康的方向推进。

今后开展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需注

意四点：一是提高服务意识；二是

依法管理、规范管理社会组织；三

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四

是进一步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衷

心希望各社会组织相互借鉴有益

经验和成功做法，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依法治会、依法管会，齐心

协力、扎实工作，共同为社会服

务，为繁荣和发展社会文化事业

作出新的贡献。

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熊远明

在会上对《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规范文化部业务主管的社会

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的通知》作详

细解释说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

理局社团管理二处处长刘锋就规

范社会组织活动和部署年检工作

作了说明。中国演艺技术设备协

会、中国合唱协会、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

会 4 家社会组织的代表作会议交

流发言，文化部业务主管的 112 个

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参会。

文化部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工作会议召开

（上接第一版）此外，还有民间艺

术精品展、时尚艺术展、古典家具

及木雕根艺展、中国玉文化展、陶瓷

艺术展、现代工艺美术精品展等。

中 国 画 节 是 文 展 会 的 子 品

牌，举办的展览集中了刘大为、冯

远、郭怡孮等著名画家的作品，包

括“中国画学会创会成员作品展”

“当代中国画名家个人特别展”和

“中国画学会学术推荐展”等。

本届文展会与中国画节共进

行4天，期间还将举办首届“潍水之

春”群众文艺会演、中国画论坛、中

国紫砂收藏鉴赏高峰论坛等活动。

第二届中国画节暨第五届文展会在潍坊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