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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上海市“两会”现场，上海
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科技技术情报学会
秘书长肖沪卫对青年报记者表示，现
在淮海中路1555号的上海图书馆已
经人满为患，走廊上都已放上了桌子，
但还不够用。上海现址是1996年建成
的，当时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的这幢
建筑一亮相立刻引起一片惊叹，上图也
因此成为中国十大图书馆之一。

但20年过去了，上图建筑早已
老旧，在各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高潮
中显得有点落寞，已经不能适应国际
文化大都市的定位了。也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之下，上海图书馆东馆将建
的消息传来，人们感到了些许的宽
慰。肖沪卫参加今年“两会”时，上图
东馆已经完成了立项。2016年就将
开工。虽然现在上图东馆的具体馆址

还未正式公布，但据青年报记者了解，
上图东馆应该是在浦东花木地区。和
现在的东方艺术中心、上海科技馆不
远。建筑面积将达11万平方米。

但是上图在浦东建新馆绝不是一
个简单的行动，其背后有着深远、宏伟
的规划，这个规划就叫做“文化东
进”。上海有着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
但是这个资源丰富并不均匀。就拿环
人民广场剧场群来说，这么一个方寸
之地就有很多剧场，而浦东和一些边
缘地带文化设施缺少得可怜，这造成
了一种不平衡，也是一种不公平。“文
化东进”就是要在浦东解决这个问
题。这是一盘大棋，上图东馆只是其
中的一枚棋子而已。除此之外，今年
还将开工建设建筑面积达10平方米
的上海博物馆东馆，以及参照世界一

流歌剧院的标准建造，总建筑面积约9
万平方米的上海大歌剧院（暂定名）。

据上博馆长杨志刚透露，即将于
2016年开始建造的上博东馆选址浦
东的上海科技馆西侧，和上海科技馆
隔着丁香路，与东方艺术中心隔着世
纪大道，形成“三足鼎立”。

2016年，对于上海文
化界来说是值得期待的。
在这一年，一批美妙的文化
场馆经过漫长的论证和建
设，将正式对外开放。也是
在这一年，一批重大项目将
开工建设。同样是这一年，
人们开始展望一批新馆的
可能的建设，而这些场馆有
望深刻影响上海文化布局
未来的走向。2016年，大
馆可期。

青年报记者 郦亮

[相关链接]

2016年开放
及开工场馆一览

1、刘海粟美术馆新馆：2016 年

开放。落户于长宁区凯桥绿地东侧，

建成后建筑面积将达到 1 万平方米

左右，将成为上海功能最全、展示面

积最大的专业美术馆之一。

2、上海国际舞蹈中心：2016 年

下半年开放。位于虹桥路 1650 号，

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 8 万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约 4 万平方米，由上

海歌舞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舞

蹈学校、上海舞蹈学院及二个专业

剧场组成。建成后将成为“产学

研”一体化的舞蹈艺术公共服务平

台，是一个集舞蹈教学、创作、排

练、演出、交流、研究为一体的，全

新的国际化、复合型、公共性、功能

性的舞蹈综合体。

3、上海图书馆东馆：2016 年开

工。位于浦东花木地区。建筑面积

达11万平方米。

4、上海博物馆东馆：2016 年开

工。2020年建成。位于浦东花木地

区。建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

5、上海大歌剧院（暂定名）：2016
年开工。总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

6、上海历史博物馆新馆：2016

年开工，2017 年建成开放。新址已

经选定南京西路 325 号上海美术馆

原址。根据规划方案，上海历史博

物馆建筑面积将达 2.1 万平方米，

展览面积近九千平方米。原美术

馆的东侧主楼与西侧红楼将通过

天桥或者地道连通起来，之间的绿

化带改建成公共休闲区域，并破墙

使之与上海大剧院、人民公园连成

一片。

也就在新春即将到来的那几天，
一个消息让这座城市的人们颇为振
奋。上海历史博物馆对外宣布，历博
新址已经选定南京西路325号上海
美术馆原址。历博一场多年的漂泊，
终于尘埃落定，走到了终点。据青年
报记者了解，多年来历博一直处于一
种“居无定所”的尴尬境地。1984年
5月27日，历博以上海农业展览馆第
五馆为临时馆舍。1991年10月，在
虹桥路1286号开出了历博新馆。但
是8年后，1999年3月因租赁到期这
个馆址也弃用了。此后17年，历博
一直处于“只有馆名而没有馆址”的
境地，这在全国也非常罕见的。

但是这么多年来，历博从来没
有停止收集文物。现在，历博馆藏
总 数 已 经 达 到 11 万 多 件（含 文
献）。这些文物如果能够展出，那将
无疑成为上海展现辉煌历史的一个
重要窗口。所以拥有新馆也就成为
人们的一个宿怨。此次选定的南京
西路325号算得上是上海真正的老
牌的文化地标。此地 1949 年以前
是著名的跑马场看台。新中国成立
之后陆续成为上海博物馆、上海图
书馆、上海美术馆所在。此地在
2013年1月1日上海美术馆正式迁
入世博中国馆成为中华艺术宫之后
就一直等待新主人。

此次历博入驻被认为是上海公
共文化建设“拾遗补缺”的一个重要
努力。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历史博物
馆新馆建设项目于2016年开工，预
计2017年建成开放。届时，连同“文
化东进”，上海公共文化设施的“一轴
双心”的格局将初具规模。所谓“一
轴双心”的“一轴”指的是横贯中心城
区东西向的文化轴线，“双心”指中段
人民广场，和东段浦东花木地区文化
设施集聚区。中段充分发挥上海博
物馆、上海音乐厅和周边文化设施的
集聚作用，加快建设上海历史博物
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大世界传
艺中心。

上述这些已经“敲定”的文化场
馆，其实在之前都经过了漫长的讨
论。按照一般的规律，这些热烈的讨
论往往酝酿着未来这座城市的新意，
而这些新意则可能改变人们的生
活。不久前，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
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在接受青年
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他们正在进行建
立上海文学馆的规划。他说，上海作
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和策源地，鲁
迅、茅盾、巴金等巨匠都曾上海生活
写作，上海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学文献
资源。同时，上海的辉煌的文学史也
应该让世人了解，而这一切仅靠书面

的描述稍显单薄，必须要有真实的展
陈。这就亟待建立一个上海文学
馆。孙甘露透露，目前有三处地址已
进入考虑商讨阶段。一个是延安东
路 260 号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旧址。
一个是福州路市府礼堂旧址。一个
是虹口左联旧址周边。

同样也是在上海“两会”现场，
代表委员们也在热议建立译制片
纪念馆。上海是中国译制片的高
地，多年来上海译制片厂译制过41
个国家的 675 部外国电影、数百集
外国电视剧，许多已成经典。委员
们建议将上海译制片厂位于永嘉

路383号院内的那栋英国乡村式的
红顶白墙小楼改建成译制片纪念
馆。这些提议已经得到了文化主
管部门的关注。

相比上海文学馆和译制片纪念
馆还处于讨论阶段，上海天文馆的
建设显然已经更进一步了。几个
月前，上海天文馆建设工程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得市发改委批
复，这标志着经过三年多筹备的上
海 首 个 天 文 馆 建 设 工 程 正 式 上
马。天文馆落户在浦东临港，到
2018年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天文馆。

文化东进 让市民平等享受文化

拾遗补缺 将完善上海文化布局

酝酿筹划 新场馆规划值得期待

2016年上海发力公共文化建设

六大文化新馆精心“谋篇布局”

上海博物馆

上海历史博物馆新馆选址为南
京西路325号上海美术馆原址。

2016年上海将有一批新文化场馆矗立于黄浦江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