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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的“共享价值”与“社会创新”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启示

胡小武
(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的重要资产。公共图书馆作为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间，具有独特的公共文化空间共享

属性和社会服务功能。被誉为“人民的大学”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其全球化视野和开放共享的服务理念、模式，在

场所布局、阅读推广、文化活动、社区凝聚力等层面，构建出“人类共享空间”和“社会创新空间”的空间特质，增进

了纽约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社会融合度。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共享价值创新模式对当代中国大城市建构更多的城市公

共空间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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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是增进城市开放度和社会融合

的重要载体。随着历史发展与变迁，那些具有重

大历史遗产建筑价值、丰厚馆藏以及创新服务能

力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在城市公共空间领域扮演了

很多新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新

时期，清晰认知和顺势创新建构公共图书馆更加

丰富的公共空间的社会功能，有助于推动公共图

书馆文化空间的共享价值，并可提升正在迈向国

际化、现代化的中国城市的社会融合度和软实力。

一、城市公共空间与图书馆

社会功能的文献综述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发展史中的重要文明成

果。所谓城市公共空间，“是私人建筑空间、机构

办公空间之外的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

的开放空间”［1］( P18—28) ，强调开放性和市民性。其

中，城市文化公共空间是最为常见的城市公共空

间形态，主要体现为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电影

院、音乐厅等城市文化场所。刘易斯·芒福德指

出:“城市发展进程中最典型和最古老的成就之

一，便是培育了各种形态的公共空间，比如图书

馆、博物馆、音乐厅、电影院等机构。”［2］( P35) 公共

空间以其共享性价值、空间正义原则和活动参与

的开放性，有助于提升社会交往和社会整合能力。
帕森斯曾提出，社会整合就是维持社会系统内各

系统之间的均衡和稳定，即“调整和协调系统内

部的各套结构，防止任何严重的紧张关系和不一

致对系统的瓦解”［3］( P135—145)。城市公共空间因有

助于释放市民的“社会紧张”和“城市张力”，从而

为改善社会关系作出独特贡献。市民在城市公共

空间中，更容易培育出公共精神与社会团结的文

化性格。哈贝马斯在讨论公共领域时指出: “所

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

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

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

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

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4］( P125)

图书馆作为城市开放型文化公共空间，在很

大程度上，建构了自身公共领域的功能，吸纳和改

造了市民精神。同时，作为文化属性的城市公共

空间，还能够全方位地塑造城市日常生活。“现

代城市文化区别于传统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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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是它能为人们接受、处理、传递文化信息，提

供较之先前远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公共空

间。”［5］图书馆在城市中一直以来都居于重要地

位，而公共图书馆最能够代表城市文化的信息交

流形态的公共空间。在美、英、德、加拿大等国家，

图书馆已被认定为社区活动中心、信息咨询研究

中心、阅读中心、学习中心、文化中心，并被赋予多

种职能，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6］。世界各国的一

些图书馆因其悠久的历史、庄严精致的建筑形态、
丰富的藏书等不断吸引游客参观访问。比如，华

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圣彼得

堡的列宁图书馆等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参

观。
迄今，图书馆由最早的藏书功能已不断延伸

为履行多种社会功能的机构。国际图联于 1975
年一致确认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有以下四种: ( 1)

保存人类文化遗产; ( 2) 开展社会教育; ( 3) 传递

科学 情 报; ( 4 ) 开 发 智 力 资 源［7］( P242—244)。199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
指出，馆藏资料必须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并反映社

会演变和当前潮流。相比于图书馆的基本社会职

能，美国学者谢拉更强调了图书馆的社会交流功

能，认为“图书馆是一个社会装置……是社会交

流系统的一种重要力量”［8］。公共图书馆作为城

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功能在不断延伸与拓展，作为

人类贮存、传播知识的载体，其功能越来越向多元

化发展。此外，周晓红认为，图书馆在以上四大基

础功能基础上，还有“促进社会和谐”［9］的功能。
赵佩纯提出，图书馆还应有“文化娱乐功能”［10］。
金胜勇、张吻秋等根据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变迁提

出:“营造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可以提高图书馆

的核心竞争力，是图书馆最具竞争力、现阶段应大

力发展的社会功能。与咖啡厅、电影院等娱乐性

质的城市公共空间相比，图书馆在自由、开放的基

础上更具文化特性。图书馆不仅是自由交流、休
闲放松的场所，更是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11］李

超平则认为:“图书馆在现代城市中，越来越扮演

了更加多元的角色和功能。图书馆通过其基础文

化服务和开展文化活动，推进城市文化建设，建设

城市经济，提高城市形象及其综合竞争力。”［12］衡

量一个城市是否宜居，有无文化品位，公共图书馆

往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公共图书馆

在城市中的作用早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四大社

会功能，而更凸显了新时代中的公共空间价值和

时尚文化功能，并在共享与开放的基础上不断构

建自己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整合力，增进社会融

合，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多元族群的和谐相处的独

特魅力。
纽约公共图书馆不仅是文化公共空间和市民

书房，还是纽约著名的文化地标和旅游目的地，不

断吸引着外来游客。大量的街区分馆，已然成为

纽约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第三空间［13］。
笔者经过长达半年的实地考察与活动参与，发现

纽约公共图书馆通过不断拓展的共享价值和社会

创新，为纽约的文化、旅游、艺术繁荣与增进社会

融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中国大城市建构更

多的城市公共空间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

发展轨迹与社会功能呈现

纽约公共图书馆(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YPL) 创建于 1895 年，是美国最大的市立公共图

书馆。截至 2017 年，由 1 个主馆和 91 个分馆组

成，收藏有图书、期刊、手稿、地图、图片等以及包

括英美文学名著的最早版本、珍贵古籍资料等。
因其藏有《古腾堡圣经》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

原理》等珍本，纽约公共图书馆被公认为世界最

著名的图书馆之一。
纽约公共图书馆覆盖纽约布朗克斯、曼哈顿

和斯滕岛三个区，与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皇后图

书馆共同组成了纽约市三大独立公共图书馆系

统。其中，纽约公共图书馆规模最大、藏书最多、
分馆最多，共有 5100 万件藏品，也是全美第二大、
全世界第四大的公共图书馆。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形成主要有三个源

头: 第一个源头是 John J． Astor 于 1830 年捐赠 40
万美金，并于 1854 年建成了阿斯特图书馆; 第二

个源头为 1870 年因 Lenox 捐赠了土地、图书和艺

术收藏，并于 1877 年建成了莱努克斯图书馆; 第

三个源头为 1886 年时任纽约州长蒂尔登设立了

一个基金，用于“在纽约市建立和运营一座免费

的图书馆与城市书房”［14］( P66—84)。后来，蒂尔登

的一位继承人将他的私人藏书和 240 万美元捐赠

于这个基金，并于 1895 年 5 月成立了阿斯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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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克斯和蒂尔登基金会，同时将三个图书馆合并

为纽约公共图书馆。因阿斯特图书馆和莱努克斯

图书馆都太小，后来该基金理事会决定择址另建

一个大型的公共图书馆，用于归并两个小的图书

馆。1911 年，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第 42 街，一座

宏伟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1970 年代，在度过了经济危机之后，纽约公共图

书馆发展基金募集到了来自纽约州政府、联邦政

府和私人捐款，共计 3 亿美元。有了充裕的资金

之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场馆总量扩充至 92 所，

较为均衡地覆盖了布朗克斯区、曼哈顿岛和斯滕

塔岛，从而确保了居民能够在邻近住处的街区中

拥有一处公共图书馆。2008 年，纽约公共图书馆

接受了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来自美国黑石集团董事

长 Stephen A． Schwarzman 的 1 亿美元捐款，用于

图书馆全面数字化更新与装修改造。最终，位于

曼哈顿第五大道 42 街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建

筑更名为 Stephen A． Schwarzman Building，以褒扬

这位慷慨的慈善家［15］。根据协议，纽约市政府兜

底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维护和运转费用，但运营和

发展资金则主要来源于政府及私人慈善机构以及

居民的自由捐赠，属于典型的以美国方式运营的

图书馆。
坐落于史蒂芬·A．施瓦茨曼大楼的纽约公共

图书馆主馆，与布莱恩公园相邻，位于曼哈顿中心

位置，北有纽约时代广场，东临纽约中央火车站，

南距帝国大厦不足 700 米，于 1965 年 12 月 21 日

被美国国家公园服务中心认定为国家历史文化遗

产建筑［16］。因建筑宏伟、庄重和室内装饰精美，

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早已成为纽约中城地区的重

要文化建筑旅游景点。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图书馆

大楼正门台阶下有两头威武镇静的石狮，自 1911
年 该 馆 对 外 开 放 屹 立 至 今。在 大 萧 条 时 期

( 1929—1933) ，纽约市长拉瓜地亚为了激励市民

战胜经济危机，将这两头石狮取名为“忍耐( Pa-
tience) ”和“坚强( Fortitude) ”。如今，狮头形象已

成为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标志，纽约图书馆主馆早

已是纽约著名历史文化地标和旅游目的地。

三、纽约公共图书馆的

“共享价值”和“社会创新”

纽约公共图书馆已成为纽约城市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纽约城市文化生活中一道亮丽的人文

风景线。持续的共享活动和社会服务创新，推动

纽约公共图书馆在提供知识传播、教育机会、娱乐

休闲、旅游吸引、公益服务、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功能。最大化共享价值，

主要是指纽约公共图书馆已成为公共阅读空间、
展览空间、文化沙龙空间、旅游观光空间等复合空

间的功能拓展。所谓社会创新是“为了推动社会

进步而不断创新创造和应用新的理念与方式解决

社会问题的一个过程”［17］。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社

会创新则是利用图书馆空间提供各种社会服务，

诸如增进移民融合、就业培训、税务辅导、法律援

助、选举中心等。
首先，极具活力的城市共享公共空间。
纽约公共图书馆非常重视图书馆所提供的阅

读参考服务，树立了“人民的大学( People’s Uni-
versity) ”的办馆理念［18］( P929—931)。1906 年，纽约

公共图书馆便建立了美国第一个面向全年龄段婴

幼儿童的阅读服务部和美国第一个面向成年在校

学生的阅读服务部。它在面向社会服务领域一直

秉持了初心。基于为社会提供阅读、知识和教育

服务的理念，纽约公共图书馆各处场馆，全年不断

地定期举办几万场次的各类阅读报告、作家讲座、
艺术展览、英语学习、儿童故事会等种类多样，面

向所有年龄段群体的公共文化活动与艺术沙龙，

以深入服务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纽约公共图书馆

从建馆以来就坚持免费开放政策，办理图书证不

需要任何押金，而且图书馆全系统免费流通借阅。
开放时间除了法定假日之外，一般一周开放 6 天

或 7 天，而且每天开放时长较长。如位于 42 街的

纽约公共图书馆曼哈顿中城图书馆周二、周三开

放时长从早上 8 点至晚上 21 点，相当于中国大学

图书馆的开放时长。另外，任何人无须办证也能

自由进入所有图书馆阅览图书。作家卡尔文·特

里赞誉纽约公共图书馆，“是纽约伟大的文化机

构中最平等待人的地方，不需要票子，不需要会员

证; 也是最高水平的地方，任何进出图书馆者都能

自 我 感 觉 有 与 哈 佛 大 学 学 生 同 等 的 资

格”［19］( P9—10)。正是其践行丰富的文化活动、完全

免费的政策、自由进入的制度、开放时长较长等服

务理念，纽约公共图书馆塑造了最受欢迎的城市

文化公共空间的形象定位，每年吸引了上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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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馆阅读和参与活动的居民或游客。这种完全

免费开放的文化公共空间，培育了纽约居民广泛、
浓厚的阅读兴趣。无论是雨雪风寒的冬季还是酷

暑难耐的夏天，纽约居民去图书馆看书、学习和参

加文化活动的热情都有增无减。目前，纽约公共

图书馆每年馆内文献流通超过 2300 万次，有 600
万人次参与全年共计超过 3000 多场的各项文化

活动。
其次，高人气的文化旅游目的地空间。
纽约曼哈顿中城的 Schwarzman 大楼作为纽

约公共图书馆主馆被认定为美国国家历史遗产

后，便被纳入了国家遗产及公园管理部，成为指定

的向公众开放的遗产建筑。建筑地标以及纽约公

共图书馆免费、自由进入和参访的理念，吸引着大

批的来自全世界的游客。2017 年，接待访客 1900
万人次，是纽约最具人气的文化场所。不仅如此，

因其建筑之美和地标形象，还获得众多好莱坞导

演的青睐，许多著名电影都以此为拍摄背景，比如

《蜘蛛侠》、《捉鬼队》、《后天》、《蒂凡尼早餐》、
《第二章》、《纽约大逃亡》、《新绿野仙踪》等。在

当前影视旅游日渐盛行的时代，大量影视作品不

断嵌入其背景，更加推动了纽约公共图书馆迎来

一波又一波的“影视目的地”旅游热潮。与此同

时，纽约公共图书馆还高频度地出现在各种诗歌、
小说、音乐、电视作品之中。这座全世界最具魅力

的图书馆不断被各种媒体和自媒体报道推介，其

文化地标的旅游目的地效应还在不断放大。可以

说，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在网络媒体上是世界上

被访客提及并传播得最广的旅游景点型的城市图

书馆，每年来纽约旅游的外国人及美国其他地区

的游客都希望一睹其风貌。特别是春夏季节，游

客更是络绎不绝。2017 年，游客超过 1750 万人

次。各处分馆虽然不及主馆的建筑地标效应，但

因其开放、自由、共享的公共空间形象，仍吸引了

大量的周边街区居民和外来者。
再者，移民城市的集成社会服务中心。
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自 1492 年哥伦布发

现“新大陆”至今，美国依然是吸引全世界移民的

重要目的地国家。而作为“世界中心的曼哈顿

岛”［20］( P2—6) 为标志的纽约市，自开埠以来，便是

一座移民前哨城市和移民滞留城市。过去 100 年

来，居住在纽约的非美国本土出生的移民共计超

过 320 万人，移民人口数量竟占城市总人口的

38%以上。积极推动社会整合，增进移民的社会

融合和社会融入，是纽约城市的重要治理目标。
纽约公共图书馆针对移民城市的特点，设计并提

供了丰富多样的增进移民社会融合的服务项目。
具体包括: 一是多语种的阅读服务。比如，位于上

西城 100 街的 Bloomingdale 分馆二楼儿童阅览

室，书架上有专门的西班牙语、中文、日语、葡萄牙

语等多语种儿童绘本区。笔者经过现场考察发

现，曼哈顿地区的 30 家以上分馆都提供了超过四

种语言的儿童图书绘本阅读专区。这种为移民提

供阅读服务的理念，在纽约已持续了 50 多年。二

是针对非英语移民的英语语言培训项目。纽约公

共图书馆的所有分馆都提供每周 1 ～ 2 次的英语

培训和对话的活动，旨在帮助移民能够掌握英语，

提升生活交流能力。三是针对移民家庭和女性的

社交性活动，如针织兴趣小组活动，以此增进街区

中的女性彼此之间相互认识和交流。四是为移民

开展各种工作和技能培训，以帮助移民更好地找

到工作并更好地适应美国社会。与此同时，纽约

公共图书馆的街区分馆平常还经常腾出空间用于

瑜伽练习、体操锻炼、税务登记辅导室、法律咨询

服务处、社区投票中心等功能。
纽约公共图书馆这些延伸和泛化出来的功

能，的确为城市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作为一个

充满抱负的场所，一个移民和儿童寻求知识、信息

和心灵慰藉的文化中心，纽约公共图书馆充当了

让来自全世界的移民从中寻找积极人生的大门。
这种增进多元族群的交往互动与沟通行动，也符

合哈贝马斯提出的“社会整合逻辑”，即“互动关

系社会不可能仅仅在以成功为取向的行动者的相

互影响基础上得到稳定的，那么，社会就说到底将

通过交往行动而得到整合”［21］( P32)。在现代文明

社会，公共图书馆不分性别、阶层、种族和国籍，免

费向全体公民开放，既能够保障城市居民平等获

取信息、知识的权利，也能增进多元族群的人际交

往和彼此友好关系。诚如联合国《公共图书馆宣

言》中所指出的，公共图书馆是促使人们寻求和

平与精神幸福的主要机构。在增进知识共享、空
间共享和技能提升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能促进

社会融合，使城市和谐发展，强化城市精神的凝聚

力［22］。纽约公共图书馆在推动知识平权，增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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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城市的社会融合，提升居民追

求幸福生活和寻求和平等社会整合功能上，走在

了全世界图书馆的前列。

四、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

功能更新路径与启示

纽约公共图书馆共享性和社会功能创新对纽

约城市社会发展多有裨益。纽约作为移民城市，

各民族、种族的人高密度集聚，但长期以来，纽约

以全面开放、社会包容、文化多样、公益服务领跑

全球。纽约公共图书馆不断创新的公共空间社会

整合功能，不断助力纽约成为一座更具书香魅力、
更具心灵安宁和更加融合安定的移民之都、金融

之都和文化之都。正因为如此，纽约才被称为文

化多元、开放自由的、创意激情的“大苹果”。当

前，中国大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建设在推动城

市公共图书馆一类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服
务创新层面，完全可以借鉴和学习纽约公共图书

馆的发展经验与模式。
( 一) 公共图书馆建设发展的“基金会”模式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和机构，具有典型

的社会公益服务特征。按照城市治理法规，设立

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基金会( Foundation) 以增强对

各种政府资金、私人慈善机构和市民的捐款的集

中统一募集能力。一直以来都是以三位早期捐赠

人的名字命名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专门基金会，可

以接受纽约州政府、纽约市政府、美国联邦政府的

拨款来兜底，负责基本运营和维护。同时，广泛吸

收各种渠道的捐款、捐赠，用于提升图书馆的服务

效能和社会职能的延伸。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

1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基金会模式下的资金募

集和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一直得到强化和提升。西

方学者认为: “由于西方慈善捐赠和良好的基金

管理制度，大大加快了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这为

西方社会的文明化做出了重要贡献。”［23］( P12—15)

中国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为了更好地开发建

设更多的优质图书馆，完全可以搭建起城市图书

馆发展基金会，以更为有效地募集资金用于推动

城市图书馆建设发展和服务规划。基金的发起人

或管理人可以由捐赠者及其信托人与政府官员、
社会知名人士共同担任，以保障基金的权威性和

纯粹性。基金会的理事会负责选聘馆长，制定战

略规划和重大事项的决策。
( 二) 规划布局的“街区分馆制”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空间规划布局主要采取空

间均衡和人口覆盖率原则，即必须确保最多每 2
平方公里范围或 20 万人口的街区规模，需设置一

个 2000 平方米以上的完整的街区中心图书馆，基

本上 15—20 条街区之内就有一个街区图书馆。
如果街区人口密度更高，可以适当增加图书馆的

设置。比如，曼哈顿中城区域就基本达到每平方

公里设置一个街区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街

区分馆制有别于中国大城市当前的市—区两级图

书馆规划布局。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分馆设置，基

本保障了居民步行 10—15 分钟之内能够到达一

座就近的 home library。因为中国大城市的一个

区才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区县级图书馆，再往下

基本没有独立设置的图书馆，一般只有一些街道

阅览室或社区阅览室。而中国的大城市一个区的

面积大多超过 50 平方公里，居民要前往区级图书

馆，往往需坐地铁或公交车，差不多要花 40—50
分钟以上。列宁曾经说过 : “一座公共图书馆的

服务半径 ，应该在离家徒步 10 分钟之内就可以

找到一家图书馆 。”［24］因此，与纽约的街区分管

制的图书馆规划设置相比，中国大城市的市—区

两级制的公共图书馆规划布局不足于推动全民阅

读和打造书香城市。
( 三) 公众服务的共享空间理念

共享是城市公共空间的核心要义。公共图书

馆要凸显其共享空间与空间正义伦理，需要从物

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提供全面的可及性、便利性和

共享欲求。纽约公共图书馆通过对所有人的完全

免费进入阅览，到内部阅览空间的最大化设计，以

及图书流通、文献馆藏、分馆布局、学术研究、文化

活动等“最大化共享”的服务理念，真正践行了

“人民的大学”、“城市的书房”的初衷。这些活动

极大地提升了公共图书馆空间的共享价值。美国

文化学者亨利克认为: “现代公共图书馆空间已

经正在成为公共展示、艺术交流、文化碰撞和社会

互 动 为 形 态 的 3． 0 版 本 的 城 市 公 共 空

间。”［25］( P45—50) 纽约图书馆每年数千场层出不穷

的共享活动，使其在构建城市共享空间的路上越

走越宽广。中国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尽管都是政

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但在共享空间服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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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理念上，除了分馆布局的短板外，还包括全

员的免费办证、自由进入、图书流通效率、学术研

究和文化活动等公众服务方面，也都有较大的提

升余地。陈力主张的“图书馆公共服务应体现的

公平、公益、无差别、适度、共享和不断发展”［26］的

诸原则，对于中国公共图书馆的优化发展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一座家门口图书馆，就是一座好的

学校。要让城市图书馆成为居民乃至游客的“第

三空间”，让市民能够视图书馆为真正的文化学

习和休闲阅读的不二选择之地，必须强化公共空

间的共享与正义伦理，如此才能更务实地激活全

民阅读的热情和推动城市人文底蕴的构建。
( 四) 建筑空间的文化地标构建

一座精美的公共图书馆，能为城市的文化景

观增色不少。地标不仅是物理建筑空间上的高大

上形象，还有精神层面的高度和厚度。它是一种

心理印象，一种大多数人的共同经历、体验或者记

忆的空间、场所或建筑［27］( P3—5)。纽约公共图书馆

主馆之所以成为纽约最具人气的文化地标景观，

其建筑本身在曼哈顿属于低层建筑，但正因为其

公共空间属性，丰厚的历史底蕴、建筑美学、室内

装修和世界级的馆藏文献，才奠定了其国家历史

遗产和城市文化地标的地位。现在国内外不少新

建的城市公共图书馆都由建筑大师设计，大多都

在走文化地标建筑的策略。但除了建筑形态之

外，还需要在馆藏文献、文化审美、游客开放等层

面改进优化，让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建筑能够

成为城市靓丽的文化景观和旅游目的地，这不仅

可以推广城市文化品牌，更可以提升图书馆在城

市公共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价值。
( 五) 城市公益活动的社会创新机制

图书馆作为城市文化共享公共空间，除了传

统的藏书、阅览和知识传递功能之外，还应该包括

各种形态的社会公益性质的活动，这既是利用了

图书馆的多形态的公共空间的优势，也能够以此

增进图书馆的文化凝聚力和人流量。纽约图书馆

除了能够为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提供多语种的图

书阅览之外，还能给“新纽约人”提供更多的语言

学习和交流技能的免费培训，帮助外来人口提高

职业技能以及增加社会交流机会。以极大的开放

包容，举办各种丰富多元的展览、展示、培训、文化

交流活动，既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社会功能的延伸，

更直接增进了纽约这座移民城市的社会融合度。
中国大城市的图书馆在为新市民特别是为农民工

群体的社会融入层面上，亦大有可为的空间和需

求。通过图书馆的公共文化中心的空间、场域和

资源，举办更多有针对性的社会公益文化与技能

培训活动，定能增进城市的人文气氛和社会温度，

从而增强城市的包容性、融合度和整合力。
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要求城市公共图书馆

践行更多的“空间正义”和“空间伦理”。现代城

市需要借由规划创新和建筑设计创意，推动城市

公共图书馆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内容，提升空间

开放度，全面丰富城市图书馆公共空间的社会功

能。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经验来看，公共空间属

性更凸显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将对城市的现代化、
文明进化、族群融合、社区团结、社会整合具有重

要的助推作用，定能不断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和文化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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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ring Value and Social Innovation
of the Urban Public Space as the Example of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HU Xiao－wu
( College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Na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Public spaces is important urban capital． Public Library is typical urban public space． It
has stretched its social functions on the premises of its special cultural service space and characteris-
tic of space sharing． The so－called people’s university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constructs its
space sharing and space justice values of public space through its special strategies on locations，ad-
ministration，reading advocacy，cultural saloons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 in a context of global
and sharing considerations． The work of NYPL new developed social functions make himself an im-
portant partner to enhance the inclusion of the great Apple of New York． The NYPL’s experience
will be a good example for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especially for the large cities．
Key Words: Urban public space; Sharing value; Social innovation;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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