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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社区图书馆空间场景化建构特点



城 市 公 共 阅 读 空 间 包 括 书 店 、 图 书 馆 以 及 公 园 、 广 场 、

宾 馆 、 咖 啡 吧 、 机 场 等 带 有 公 共 阅 读 功 能 的 区 域 ， 主 要 通

过 文 献 资 源 为 社 区 居 民 提 供 知 识 服 务 和 文 化 休 闲 服 务 的 公

益 性 开 放 场 所 ， 它 是 建 构 社 区 文 化 场 景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场景理论于21世纪初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克拉克教

授（Terry Clark）提出，一系列文化生活设施组成场

景，不同组合与阶层身份认定及价值观外在符号表征相

关，从消费者视角将城市中的不同空间视为各种文化价

值的符号聚合体。“场景”是以物质空间为基础载体，

与城市“舒适物”（amenities）设施密切关联，城市

设施是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态来满足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需求，而市民 “文化消费”时所追求的价值观均蕴含

在设施集合之中。

“场景”本质上是文化空间的延伸，来源于物

质空间并超越物质空间的界限，作为一种新的生产

要素重新定义着城市公共空间。这一理论把通常形

而上的学术语言的文化议题转变为可被普通人知晓

以及政策上容易被操作的场景， 并具体运用到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去。

可行性

可及性

可操性



02 社区图书馆空间场景化
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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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分馆

中观层面

社区文化场景逻辑模型

社 区 一 致 性 认 同 需 要



简名分馆

    社区认同是指处于社区范围内的居民和群体基于
社区生活和发展需求，在对社区组织结构及其规则进
行评价和接受社区反馈的过程中，产生对社区运行体
制的认同，进而产生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的心理认同
感和归属感，最终形成关于社区发展的统一的文化价
值观。

    市民的文化艺术参与对城市增长发展越来越重要，
不同的文化场景聚集不同人群，场景中体现的文化价
值观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行为、居住模式、社会行
为都会产生影响，进而作用到城市社区的增长发展，
而城市发展同时又会促进城市空间设施发展，激发市
民群体积极参与，从而形成城市的良性循环发展。

    城市场景的研究范式对于促进城市创意社区建设，
推进城市创新型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社 区 一 致 性 认 同 需 要



Ø 多 样 化 人 群 的 多 元 文 化 消 费 需 求 越 来 越 突 出 。

Ø 心 理 疗 愈 越 来 越 迫 切 。

微观层面
文 化 适 切 性 消 费 需 要



03  社区图书馆空间场景要素构成



图 书 馆 空 间
场 景 是 具 有
创 新 生 长 的
一 个 多 元 有
机 体 。

社区图书馆场景要素示意图



文化场景理论主观认知体系

    任何一个场景的构成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参
与者主观能动地运用文化策略融汇各种独立的元素，
方可形成审美各异的场景。
    一定的都市场景的价值观需要通过一定的维度
来表现，即合法性（legitimacy）、戏剧性
（Theatricality）、真实性（Authenticity）三
个主维度。合法性体现为人们对某些社会存在所进
行的正确或错误的判断，体现了人们行动的目的，
即对“善”的感觉，它包含传统主义、自我表现、
实用主义、平等主义、领袖魅力等5个子维度；戏
剧性涉及观察别人或被别人观察的方式，即对“美”
的认识，它也包括5个子维度，分别是亲善、反抗
（违规）、展示（爱炫、张扬）、时尚、正式（拘
谨）；真实性是对个体身份的界定和认同，即对
“真”的感受，它包括本土、种族、国家、社团、
理性5个子维度。
    社区公共阅读空间，可以从合法性、
戏剧性、真实性，即“善”“美”“真”
三个角度进行场景化的表达和运营。



情感的引流

空间环境

服务之本

资源供给

作为群居动物的人

 服务活动

各要素解析

警惕人的异化

专业管理

科技的赋魅

技术支持



04  社区图书馆空间场景化
建构模型



路口镇文明实践所内农家书屋 福临镇居民在新青年书屋阅读学习安沙分馆

Ø 无 论 何 时 何 地 人 都 处 于 一 个 特 定 场 景 之 中 ， 或 是 若 干 维 度 的 结 合 ， 或

是 排 斥 、 重 构 若 干 维 度 形 成 的 新 组 合 ， 这 并 非 一 成 不 变 的 ， 那 么 重 新

定 义 这 些 维 度 是 非 常 必 要 和 有 意 义 的 。



社区图书馆空间场景化建构模型



组配阶段

融合阶段

产出阶段

Ø 把 分 散 的 元 素 有 机 组 织

起 来 转 化 为 一 个 动 态 的

场 景 。

Ø 各 场 景 要 素 通 过 交 互 、

融 合 、 创 新 ， 产 生 服 务

效 能 。

Ø 在 空 间 组 配 、 融 合 场 景

中 产 生 的 文 化 服 务 效 能 ，

产 生 社 会 效 益 。



05  社区图书馆空间场景化
策略分析



戏剧性：促进阅读“美”的场景体验

（1）外部环境在地化 。

社 区 图 书 馆 嵌 入 当 地 文 化 场 景 的 营 造 ， 将 自

己 的 阅 读 服 务 积 极 嫁 接 入 当 地 文 化 活 动 ， 社

区 场 景 化 空 间 不 仅 成 为 人 们 休 闲 、 享 受 生 活

的 去 处 ， 还 为 当 地 居 民 提 供 文 化 艺 术 自 我 表

达 和 展 示 的 机 会 。

场 景 理 论 认 为 ， 场 景 蕴 含 的 文 化 价 值 除 了 与

场 景 文 化 主 体 相 符 外 ， 还 应 体 现 所 在 区 域 的

文 化 。



（2）空间促进阅读。

从 阅 读 学 的 角 度 看 ， 空 间 条 件
属 于 阅 读 环 境 的 重 要 内 容 ， 图
书 馆 的 空 间 不 足 会 导 致 阅 读 场
景 的 不 足 ， 影 响 阅 读 效 果 。

当 图 书 馆 空 间 本 身 符 号 化 时 ，
自 然 能 吸 引 读 者 前 来 欣 赏 她 的
文 化 之 美 ， 进 而 爱 上 图 书 馆 、
爱 上 阅 读 。



不 同 的 场 景 能 够 产 生 特 定 作 用 和 气 氛 ， 并 持 续 影 响 着 个 体 的 行 为 ， 社 区 图 书 馆

除了对空间阅读环境的特别经营之外，还应特别注重舒适便捷设施的作用。近年来，

改、扩、新建公共图书馆的空间环境非常注重情感化设计。

（3）设施舒适便捷。

不 同 的 场 景 能 够 产 生 特 定 作 用 和 气 氛 ， 并 持 续 影 响 着 个 体 的 行 为 ， 社 区 图 书 馆

除了对空间阅读环境的特别经营之外，还应特别注重舒适便捷设施的作用。近年来，

改、扩、新建公共图书馆的空间环境非常注重情感化设计。



合法性：服务阅读“善”的场景认知

（1）包容性服务。

城 市 文 化 空 间 应 有 符 号 化 象 征 意 义 体 现 新 兴

创 意 阶 层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价 值 立 场 ， 顺 应 他 们

自 我 身 份 建 构 与 认 同 。

社 区 图 书 馆 针 对 新 都 市 移 民 、 创 业 青 年 的 价

值 观 念 诉 求 ， 建 构 符 合 用 户 群 体 特 征 的 符 号

化 文 化 空 间 。 场 景 的 文 化 价 值 从 根 本 上 看 还

是 由 参 与 其 中 的 人 来 体 验 和 选 择 的 。

新三角创客空间



（2）社会化合作。

起 点 分 馆 松 果 分 馆 文 源 分 馆

社 区 型 、 生 活 类 文 化 空 间 因 体 量 小 巧 、 存 在 形 式 灵 活 、 分 布 广 泛 ， 常 常 具 有 自

发形成的特点，更适合“自下而上”的建设模式。



（3）专业化人员。

社 区 阅 读 推 广 ， 人 员 的 专 业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新 发 展 阶 段 阅
读 推 广 的 内 容 更 丰 富 ， 诉 求 更
多 样 ， 场 景 更 多 元 ， 不 再 局 限
于 “ 主 场 ” ， 有 时 需 要 外 向 拓
展 。

工 作 人 员 提 升 当 地 文 化 的 自 信 、
自 豪 ， 积 极 担 负 起 文 化 传 承 和
保 护 的 职 责 。



真实性：保障阅读“真”的场景表达

（1）深耕资源开展服务。

社 区 图 书 馆 最 适 合  “ 小 而 专 ” 资 源 建 设 。
首 先 运 用 好 总 馆 纸 电 资 源 的 同 时 ， 建 设 在
地 特 色 资 源 。

其 次 ， 各 馆 要 充 分 发 挥 特 色 资 源 的 活 态 价
值 。

最 后 要 主 动 开 辟 新 服 务 项 目 。



（2）推广服务社群化。

从 阅 读 学 的 角 度 看 ， 空 间 条 件
属 于 阅 读 环 境 的 重 要 内 容 ， 图
书 馆 的 空 间 不 足 会 导 致 阅 读 场
景 的 不 足 ， 影 响 阅 读 效 果 。

当 图 书 馆 空 间 本 身 符 号 化 时 ，
自 然 能 吸 引 读 者 前 来 欣 赏 她 的
文 化 之 美 ， 进 而 爱 上 图 书 馆 、
爱 上 阅 读 。



（3） 科技为服务赋能。

随 着 新 技 术 设 备 的 普 及 运 用 ， 虚 拟 场
景 服 务 让 社 区 图 书 馆 传 统 服 务 发 生 了
显 著 变 化 ， 新 技 术 对 实 体 场 景 服 务 的
要 求 增 强 。

即时
服务

智能
可视

全时
全域



社 区 图 书 馆 对 于 建 设 和 谐 社 区 、 幸

福 城 市 发 挥 着 越 来 越 积 极 的 作 用 。 建 设

“ 馆 在 城 中 ”  “ 城 在 馆 中 ” 的 全 民 阅

读 生 态 体 系 是 符 合 公 共 图 书 馆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命 题 。

社 区 图 书 馆 场 景 化 是 基 于 城 市 文 化

场 景 理 论 的 分 析 范 式 ， 根 据 各 参 考 维 度

可 以 进 一 步 进 行 赋 值 解 析 ， 为 公 共 图 书

馆 开 展 阅 读 质 量 、 服 务 品 质 、 体 系 效 能

等 的 全 面 综 合 评 价 提 供 新 的 参 考 工 具 。



感谢聆听！
２ ０ ２ 1 年 7 月 2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