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地方
【文/蔡娴   图/受访者提供】  

文化村里的“大屋顶”，不负青山绿水

这栋安藤忠雄设计的建筑，不仅仅是一座图书馆。如

果从上空俯瞰，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是一万多平米的多边形

建筑，融在森林之中，与良渚的山川紧紧相连着。安藤忠雄

将巨大的屋顶和整个庭院进行了几何切割，良渚的村民亲

切地称其为“大屋顶”。隐藏在屋顶之下的，是由三块建筑

构成。南边是美术馆功能的展示栋，北侧是教授舞蹈、音

乐等课程的艺术栋，中间才是有阅读大厅和图书馆的文化

栋。这三个部分之间还连接了风与水、光与影的清水混凝

通道，即使在室外温度30多摄氏度的炎夏里，这些通道里

也是一片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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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为期一个月的众筹圆满落幕，共集结了609

个支持者，107556元，1602本书，更有亲自跑来良渚捐

书，却不愿留下姓名的人们。沈毅晗看着一本本书从一个

个陌生人手里，汇聚到同一个地方，带着人们的温度，带着

对知识的信仰，来填满4993个格子，他感觉，即便素未蒙

面，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

面对超出预计的关注和支持，沈毅晗 很 遗憾无法

一一当面道谢，只能满怀感慨地在自己个人的公众号里

发表了一封感谢信，他说：“感谢大家支持我们这一个美

好的愿望。是你们一点点地将大书架填满，放上的不仅是

图书还有向善向美的心。相信这只是开始，会有更多的后

来者，而生活在这里的人和孩子的思想也将因此无比充

实，这种物理空间与精神领域的编织与延续，才是众筹最

为宝贵的成果。”

在所有的捐书人中，最让沈毅晗印象深刻的，是一位

叫王晓明的绘本老画家，他给图书馆捐了毕生的收藏、杂

书和手绘原稿。老先生说，这是他为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好

礼物。此外，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一次性拿出一千多本

经典杂志，杭城著名的评论家徐迅雷、著名诗人黄亚洲等

艺术家，也都是参与的众筹者。感人的故事有很多，大量网

友要求快递捐书，良渚村民更是积极，纷纷打电话咨询，或

者直接跑到图书馆捐赠。有位爸爸说，上一个村民图书馆

捐赠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捐过书，这次捐赠还要带孩子

参与，“我们相信在图书馆长大的孩子是会不一样的”。

沈毅晗说，“我们很稚嫩，我们还很粗糙，我们还很

微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次在互联网上的发声开

始，我们奋力地破土而出，我们开始经历风雨，我们开始

积蓄能量，而可见的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陪伴着一起生

长，而这生长的过程必然绚美如画。”

文化中心现在已不仅仅是服务村民，它还服务到了周

边的多样化人群。比如，周边部队的官兵、当地的农民、农

民工等。大家都享受到了非常好的公共服务，而这种服务

是社区大家庭一起来提供的。

正如安藤忠雄所希望的那样，在良渚文化艺术中心

馆内收藏最为珍贵的，不是物件，而是生活与自然。沈毅

晗说，文化艺术中心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地方，它将作为良

渚文化村的核心，并在更广的范围上作为整个区域的形

象，成为传递信息的场所，像是社区大脑般的存在。他希

望有更多、更好的书来填满安藤忠雄设计的大书架，让这

里成为最美丽的社区图书馆之外，还能让这朵社区图书馆

的美丽“蒲公英”，随互联网的风撒向更多的社区。

生活周刊×沈毅晗

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执行馆长QA

Q：随着文化艺术中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慕名前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你认为这是好事还是困扰？

A：人多是好事，本身就可以说明我们影响力的变大了。此外，图书馆的利用率在工作日其实发挥得不大，大家
可以避开双休日错峰出行。

Q：社区图书馆适合被广泛推广吗？

A：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经常会去社区图书馆。那些公立场馆都做得非常好，也很成熟，里面不光有书还有音
像制品，只要拿着学生卡就可以租借，完全免费。我认为，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社区里也非常需要这样的空
间，但需要我们把这种公共空间打造得更具亲和力，它不光是一个自习看书的地方，而更应该承担起社区文化交流
的功能。我也希望把这个理念传递给更多的社区，建议开发商们都可以考虑好好为社区营造一个公共的图书馆。

Q：作为开发商建造的图书馆，它的公益性是永久的吗？

A：我们是纳入杭州图书馆系统的，所以一定是公益性的。我们的图书馆是非盈利的，基于成本的考虑，图书馆
目前只有一个员工，其余都是由村民来担任志愿者。同时，也希望它能形成一种社区共建的机制。当然，后续也会在
里面售卖一些咖啡和产品，但都是用来辅助图书馆的运营，比如用来更新图书等等，也鼓励大家持续来捐书，这样
的图书馆才能是活的。

Q：你眼中的图书馆哪里最美？

A：在做村民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一天下午要离开村民书房，夕阳把落地窗外的竹影洒落在书房地上，我看到有
位老人坐在沙发上捧着书打盹，穿着校服的学生相伴趴在桌上写作业，妈妈带着孩子在绘本区安静的画画，一位物
业的保安兄弟拿着一本厚厚的小说静静地站着翻看，一切都被夕阳映照得很温暖而隽永。我想这就是图书馆最大
的意义。也是我记忆里最美的风景。

Q：“大屋顶”在哪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A：我们的建筑空间非常大，所以一直在做调整，希望更合理地去运作。显而易见，我们的建筑和环境都非常漂
亮，硬件设施也非常好，但软件的部分仍然需要提升。如果人来得多了，是否还能维持一个安静阅读的环境，我觉得
目前还达不到理想的状态。但未来会慢慢变成“这里最美的风景是人”，而现在最美的风景仍然还是建筑本身。这
一点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莫大的支持。再后来就是设计、规划，除了方案还有村民

的动员与参与。由于是一个不赚钱的项目，沈毅晗没有得

到运营经费，只能发动村民集体参与。他还组建了村民书

房的筹建群，方案建议、读书会、选书活动，都有热爱阅读

村民志愿者的参与，最终募集了13568本村民捐赠的馆藏

图书。

6年前，安藤忠雄来到这里，面对良渚文化发源地

的诗意自然，他提出：“为什么不把图书馆做得更大一点

呢？”安藤忠雄认为，这样的社区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

的，他的建筑不能输给前面的人，要对得起这里的青山绿

水。安藤忠雄把艺术中心比作日本的“社区避难所”，“避

难所”的意思是容纳生活的另一个空间。他希望这是“大

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个公共空间的真正价值和灵

魂，要靠良渚文化村的居住者一起来营造。”沈毅晗领会了

他的意思，明白建筑的真正意义，应该是让使用者来说话。

在接下去的日子，沈毅晗就带领村民们在艺术中心办

起了各种展览、摄影、书画、插花、木作等活动，村民或许

并不知道这座建筑的设计者是怎样一个厉害的大师，但他

们喜欢这栋光影建筑，喜欢建筑里的这些活动。他们把这

里当成了社区。

今年6月，“大屋顶”才正式开馆。他们把原来的村民

书房搬到了临水的图书馆，原先的13568本村民捐赠的

书，加上杭州图书馆配给的8000册图书，共两万余册图

书。这里不仅是村民们的自习室，还被纳入了杭州市图书

馆系统，成为一家三级图书馆，只需凭借杭州市市民卡就

可以借书。

两层的图书馆空间里，格子书架贴了满墙，硬朗的

混凝土穿插木质的温和，把这儿变成了一个迷宫。在楼梯

间肆意穿梭，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是一次新的发现。只

不过，大约600平米的图书馆比原先的村民书房大了好几

倍，目前的馆藏书籍基本只够放满二楼实用性书架的一个

角落，更别说要填满一楼的4面大书架，共4993个格子。

从村民共建到社会众筹

沈毅晗觉得，这个美丽的空间应该成为杭州的一个

文化地标，是属于所有热爱艺术，阅读的人。所以，这次不

再只对村民，他面向公众发起了众筹，想让有相同想法的

人一起来完成这个图书馆。“每个人带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来这里，并写下自己的推荐理由，可以是新书也可以是旧

书。我们会把它放在图书馆的某一格里，你写下的文字会

被和你喜欢同样书的人看到，你借书的时候也会看到别人

的心情。”沈毅晗说，捐书的行为本身就是在参与社区共

建，当你把自己的书送到这里来，以后你就会想到这个图

书馆来了。

良渚文化村的村干部沈毅晗，也是良渚文化艺术中心

执行馆长。据沈毅晗介绍，虽然，如今的“大屋顶”是一个

综合体，但在规划之初，却是由一位村民提议建社区图书

馆的想法慢慢演变而来的。良渚文化村被称为最优美的

栖居地，当时，这个跟周围环境毫不违合的现代化小“村

落”里，什么都自给自足，就是差个社区图书馆。于是，沈毅

晗和这位村民的想法一拍即合，就筹建起了社区图书馆。

沈毅晗找到了杭州市图书馆的馆长褚树青，他因为让

乞丐进图书馆而在全国闻名，褚馆长给了他们不少建议和

屋顶下孩子们的乐园”，因此在文化艺术中心里面设置了

“小剧场”、“会展”、“图书馆”和“培训教室”。希望社区

的小孩可以茁壮成长，有个美好的童年，而这个童年是在

一个大大的屋顶下活动的，而大屋顶和整个庭院上是安

藤忠雄微妙的几何切割，艺术中心和良渚的山川由此紧紧

相连着。如今，这个地处良渚文化村玉鸟流苏地块内的“大

屋顶”，有“展、演、书、学”四大模块，正是结合了预期中的

会展、剧场、产品和教育四个功能。

良渚文化艺术中心于2015年2月正式落成，安藤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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