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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历时 5 年建

成的浙江图书馆之江馆

开放了。

123年馆史的浙江

图书馆，是我国创立最

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

一，目前包括之江馆、曙

光路馆、孤山馆、大学路

馆和南浔的嘉业藏书

楼，构成了“四馆一楼”

的格局。

走进全新的浙图之

江馆，所有人都会被大

厅吸引——映入眼帘的

“书籍之殿”，600 平方

米，五层楼高，满眼全是

书架，人显得渺小。头

顶一块巨大的电子透明

屏，浓浓的科技感。

浙江图书馆副馆长

（主持工作）胡海荣告诉

钱江晚报记者，“书籍之

殿”的设计很好地表达

了图书馆开放共享、拥

抱未来的愿景。

从 123 年 前 的 藏

书楼时代到正在迈入的

数字时代，浙图一直在

变，但服务读者的使命

没有变。

123岁的浙图全新亮相，历史感、科技感交相融合

知识大阶梯，直通“书籍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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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大阶梯，直通“书籍之殿”

浙江图书馆上一次大搬家是

1998 年冬，主馆从大学路搬到曙光

路。当年钱江晚报曾连续推出十多

篇报道，新式读者卡、计算机阅览室

都是新事物，带来了世纪之交的新

风。

信息枢纽——

25 年过去，计算机早已不新

奇，读者卡从实体卡变数字化，人工

智能将被引入阅读服务⋯⋯时代在

变化，浙图也在变化。

“之江馆最大的亮点将是智慧

化。”胡馆长说，虽然开馆之初智慧

化程度还不明显，接下来一年左右

会陆续实现，新时代下浙江图书馆

的定位是“一座综合性、研究型、现

代化的全省重要的知识信息枢纽和

区域图书馆网络中心”。

贴心服务——

在读者服务方面，浙江图书馆

将发扬传统，为读者提供更贴心的

服务。之江馆的设计更注重融合，

传统的图书馆往往阅览归阅览、书

架归书架，之江馆的空间布置不一

样，按照主题划分，更适合学习、研

讨，突出了图书馆的厚重。

之江馆还在二楼专设了儿童阅

览区，其中“少儿光影阅读星球”将

为少年儿童提供数字动态沉浸式阅

读体验，“书之迷宫”引领孩子们探

索未知领域，是家长遛娃、孩子们增

长知识的好去处。

开放包容——

之江馆也有不变的地方。

从曙光路馆 4.7 万平方米到之

江馆的 8.5 万平方米，面积大了很

多。面积这么大、楼梯这么多，走上

走下会不会累？老年读者会不会适

应不了新变化？

绝对不会。胡馆长表示，从进

入图书馆大门开始，地面每一处都

是平缓的，每层有 10 部电梯，考虑

到了老年读者和特殊读者的需求。

对于老年读者，除了免押金，配

有电动轮椅、AED 急救设备等，在

一楼服务台，图书馆专设了老年读

者优先通道，并提供老花镜、放大镜

的借用服务。

“之江馆欢迎所有人进馆，不管

有没有读者证，进来借书也不需要

押金。”胡馆长表示，123 年来，

浙图始终保持公共性，开放包容

是不变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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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之殿书籍之殿””

知识大阶梯知识大阶梯

一条阶梯，展现人类文明足迹

从“书籍之殿”通往二楼、三楼的知识大阶梯上，浙图策划了“文明·印

记——图书馆变迁之路”展览，共六个单元——从结绳记事、竹简，到雕版

印刷，再到机器人。其中有不少浙图的“老家底”。

第三单元“书藏两浙”，展示了35件套的二十四史收藏柜。浙图古籍

部主任陈谊告诉记者，这套柜子复制的是嘉业藏书楼的二十四史书箱。

这组柜子展示了古代藏书家的藏书方式。胡馆长介绍，1900 年，时

值晚清，杭州藏书楼诞生，向学子开放，这就是浙江图书馆的前身。

同时，“书藏两浙”的二十四史收藏柜，也展示了从天一阁、嘉业堂为

代表的私家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的演变，浙江文化事业数百年来繁荣不

息，一脉相承。

第四单元“浙图薪传”，展示了古代“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和上世

纪90年代用的卡片式目录柜。老一辈读者一定有印象，以前借一本书要

从柜子里找目录卡片，90年代计算机普及后，检索图书改用键盘了。

第五单元“数智之光”，展示了20世纪的微缩阅读机和即将投入使用

的机器人。胡馆长介绍说，图书馆即将投入使用新的智慧图书馆管理系

统。要找一本书，打开手机，可以根据实景导航走到书架前。不久的将

来，读者借一本书，机器人十几分钟就能送达。

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知识的载体不断演变。胡馆长说，在大阶梯上策

划这一展览，寓意着人类文明前进的路上，书籍是阶梯。

值得一提的是，大阶梯尽头的墙上，是艺术家朱炳仁的铜雕作品，根

据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宇宙照片创作，象征无尽的知识如茫茫宇宙。

一处设计，铭刻120年的传统

打卡点不止“书籍之殿”和知识大阶梯，楼上楼下还有很多。比如知

识大阶梯走上来，三楼四楼之间有一段大理石楼梯，也有故事——

楼梯风格是“双跑楼梯”，旁边有四根西方古典风格的石柱。胡馆长

介绍，这里复刻的是浙图孤山馆舍的白楼大厅楼梯和大学路馆的立柱，创

意来自浙江图书馆前馆长褚树青。“白楼”是浙图孤山馆舍三幢建筑之一，

1910 年建造，通体洁白，风格中西结合，大厅的楼梯就是这样一段“双跑

楼梯”。白楼建立后，藏书楼正式改名为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也成为浙

图主馆，直到1931年大学路新馆竣工。

大学路馆也是一座中西结合的建筑，最漂亮的就是16根巨型陶立克

立柱，远看如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大学路馆建成后，蔡元培题写馆名，至

今沿用。1998年，曙光路馆建成，浙图的主馆又从大学路搬到了曙光路。

如今，浙图再一次搬家，之江馆前期设计规划工作，由褚树青馆长主

持，他把孤山馆舍、大学路馆的建筑元素放在新馆的设计中，致敬浙图

120多年传统。青年馆员们则纷纷表示，这里很适合拍婚纱照。

除了这段台阶，真正致敬馆史、“秀肌肉”的，是五楼、六楼的古籍。浙

江图书馆有文澜阁《四库全书》、五代的《雷峰塔经卷》等镇馆之宝以及珍

稀刻本，同时还购入了大量影印古籍。

五楼古籍阅览区，3500 平方米，是全国最大的古籍阅览区。在这里

有10万册影印古籍，全部开架阅览，读者可以自由翻阅。

胡馆长说，这有助于降低古籍原本的提阅频次，更好地保护古籍；同

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古籍功能。胡馆长希望，在全省、全国古籍研究领域，

浙图未来能发挥更大力量，同时浙图将立足学术研究，壮大古籍研究和保

护人才队伍，提升图书馆学术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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