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Ｂ5Ｂ5

H A N G Z H O U D A I L Y

杭州日报主办 杭报在线 www.hzrb.cn 第670期

2016年12月2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厉 玮 版式设计：俞 帆
2016年12月2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厉 玮 版式设计：俞 帆

特写特写

城市
周刊
城市
周刊
C I T Y W E E K L YC I T Y W E E K L Y

他们是最文明的拾荒者

2008年国庆节，位于钱江新城的杭州图书馆新

馆正式开放了。城市的文脉，开始缓缓注入这个温

馨而舒适的“市民大书房”里。

在每天成千上万的进出人流中，总有一群每晚闭

馆才会离场的流浪汉、拾荒者。虽然他们看起来衣衫

褴褛，但是在图书馆里的一切行为都有规有矩。他们

在进入图书馆之前，会先把蛇皮袋存进储物柜，再去卫

生间将手洗干净，然后轻声轻脚走进阅览室。还有一

些，则把杂物放在门外，完全是自发行为。对他们来

说，阅读既非单纯源于求知，也不等同于消磨时间，而

变成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其实从2003年开始，杭图老馆就已经提出了平

等、免费、无障碍的公共服务理念，实行对所有读者免

费开放。“为什么要对流浪汉、拾荒者进入图书馆的动

机做出各种负面的预判呢？”在馆长褚树青看来，“公众

一般只知道图书馆能典藏阅览，但是忽略了图书馆的

社会职能——保障社会文化公平。”

欧洲国家的不少公共图书馆都有一个共同的馆

规：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贵族还是乞丐，都不需

要任何证件、任何费用即可出入任何一个图书馆，只

有将图书或资料带出图书馆才需要办理登记手续。

在杭州图书馆也是如此。所有走进这里的人，

不论社会阶层差异，还是学历文凭高低，他们只有一

个身份，叫作“读者”。但是在新馆开放之初，杭图人

都在担心三个月之后会不会所有美好的设想就崩盘

了呢？事实证明，不仅没有崩盘，反而成了公共图书

馆的杭州样本。

“杭州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因此就有乞

丐和拾荒者进门阅览。图书馆对他们的唯一要求，

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有人无法接受，找到褚树

青馆长，说允许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是对其他读者的

不尊重。褚树青回答：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

您有权利选择离开。”

2011年1月，新浪微博用户“贺兰泰”将上述内

容发到网上，至今已被转发万余次，评论超过4000

条。这大概是当时有关杭州、有关文化最热的一条

微博，杭州图书馆也因此被誉为“史上最温暖的图书

馆”。

之后的每一年，关于“杭图不拒流浪汉和拾荒

者”的故事都会在社交网络上疯狂发酵一番。有时

候，连褚树青自己都觉得尴尬了，杭图忽然又火了。

甚至有不少同行开玩笑说，“褚馆长，你们怎么又在

‘炒作’啊？”

在眼下这个浮躁的时代，能抚慰人心激发热爱

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即便反复炒作又有何不可呢？

关于杭图的温情故事一直在继续。最近，由1178位

社会热心人士众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设计

的韦思浩铜像已经完成了，即将落户在老人生前最

爱去的杭州图书馆。

网红图书馆
记者 厉玮 文 法鑫 摄

在公共图书馆界，杭州图书馆是一个非典型性网红。
博尔赫斯心里曾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杭图不仅是这样的人间天堂，也成了这座城市特殊的精神符号。
五年前，“不拒拾荒者”的温情故事一不小心捧红了自己，宣传了杭州。去年冬天，最爱去杭图的韦思浩成为最“感动中国”的拾荒老

人。最近，快递送书上门的服务刷爆朋友圈，大家又给杭图书馆贴上了一张新的标签——“中国互联网+图书馆”。
在杭州图书馆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自带IP的独立网红人格。拼颜值，比内涵，讲情怀，样样都行。
流浪汉、拾荒者、志愿者和所有的杭图人，这些人才是真正藏在杭图背后的网红力量。

褚树青尚未开通微博，也不喜欢刷朋友

圈。放在眼下这个互联网时代，他大概算是一

个不合时宜的“陈旧人物”。但是在公共图书馆

的变革之路上，他不守旧，不怕骂，敢于接受新

生事物。

2000年，时年37岁的褚树青通过公开竞聘，

成为杭州图书馆馆长。他既不是文化名人，也

算不上老学究。但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杭图工

作了整整二十年。

上任之后，褚树青不断给图书馆的管理方

式做减法。其中，最有胆量的一项改革就是，不

让读者守则在杭图上墙。

“在杭图，读者只需要遵守杭州市市民准

则，并且在馆内的行为不影响到其他人就可以

了。”褚树青认为，不少现代人对图书馆敬而远

之，就是因为图书馆清规戒律太多了，大家内心

自然会有抵触情绪。同时，传统图书馆的工作

人员总是“板着脸”，这样的姿态与读者之间产

生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杭图的员工必须打破原

有的优越感，从管理者转化为服务者。

书本是引人向善的，现在杭图的每个工作

人员都很清楚，自己的职责不是站在道德高地

上，而得守住文明底线。比如，常常有人会在阅

览室吃东西，但如果声音不响，气味不大，他们

是不会去严令禁止的。比如，对那些不文明的

睡觉者，也不会劝离或禁止入内，会尽量通过柔

性手段去引导，如放文明公约、提醒桌牌等。

曾经在阅览室里，工作人员看到一对亲昵

的小情侣，女生踩着男生的脚在轻声行走。正

想上前劝阻，就被褚树青制止了。“他们影响别

人了吗？造成混乱了吗？既然没有，就应该给

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和尊重。你看，我们图书馆

不也很浪漫吗？”

当然，只有杭图人自己清楚，这个转型有多

艰辛，过程有多漫长，引导有多困难。改革之

初，连褚树青自己心里都底气不足。但是八年

下来，他们真的做到了让几乎每一个读者都“喜

欢进来，愿意进来，进来以后得到愉悦”。

目前，杭图的丢书率仅为0.17%，这一数据

不仅低于国内其他的图书馆，也要低于西方国

家及日本的平均水平 0.5%。而且从 2013 年开

始，撕书芯、偷水龙头、拧坏耳机等各种破坏公

共设施的行为也明显改善。

“我们走的是温和的变革之路，接纳传统，

在这个基础上添加新面孔、新方式、新内容。”现

在，褚树青带领的是一个执行力强且极具生机

的工作团队，80后90后的比重越来越大。

“我们敢于让年轻人放手去做，比如自主报名

科研项目，比如出境进修考察，比如参加青年文艺

家培养计划。也许他们的工作路径现在还很稚嫩，

但是新新的思维方式是无价的。”

2016年新年之前，杭州图书馆和新华书店联

手推出全新的“悦读”服务——书店上架的畅销新

书直接能借走，由图书馆来买单。没想到不到半年

时间，就借出了10万多册书。杭图不仅了解到多样

的阅读需求，也挖掘出了更多的潜在读者。

不久之前，杭州图书馆在其微信公众号上

推出“悦借”服务，成为全国首个将借阅图书快

递到家的图书馆。没想到第一天就借出了5000

多册书，3个配送人员根本忙不过来。

这一切背后的“操盘手”，就是杭图读者借阅

部的负责人，一个计算机专业出身的80后。在褚

树青看来，杭图人各有各的专长，各走各的渠道。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个道理不错，但是思维活

跃的年轻人如今更能洞察读者的内心需求。”杭图

的用人之道，也早就不再墨守成规了。

“当你拆掉那些门槛的时候，就必须一路往

前走。当你成为一个标杆的时候，就永远别让

自己倒下来。”杭州图书馆想做的，是文化的温

床，更是城市的拐杖。

早在2009年，杭州图书馆就已经跳出了单

一典藏阅览的传统樊篱，把多元文化服务作为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内容。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欧登伯格的“三个空间”

理论，褚树青认为21世纪的城市图书馆应为公

共文化空间，即城市的第三文化空间。他提出

了大服务、大文化、大流通的概念，图书馆应该

变得越来越立体。“这就得打破过去的条条框

框，引入高品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文化活

动。”

没想到，杭图此举一出，有人点赞，有人皱

眉，有人抗议。听到最多的反对声是“这不是图

书馆，你越界了”，“这与文化馆的服务功能雷同

了，会造成国家资源投入的浪费”。当然也有不

少支持者表示，概念是人为定位的，难道图书馆

不能办展览？不能组织文化活动？这样一来能

吸引人流，二来还能提高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率。

为此，文化部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公共

图书馆服务功能的批判性研讨会。结果风向一

转，深圳、广州 、厦门、武汉、济南等城市图书馆

都纷纷开始效仿杭图的变法。

免费、多样、亲民，但是课程开了，老师从哪

里来呢？整个杭州图书馆共有160多个工作人

员，不同类型的专业人才还是相当稀缺的。这

时候，全杭州热心文化事业的专业人士都应声

而来了。有的是摄影师，有的是书法家，有的是

音乐教师，有的是舞蹈演员……他们中有些甚

至不收一分钱，凭着对自己所从事艺术的热爱，

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投入到学习知识的行列中。

2016年，杭州图书馆组织举办讲座、音乐欣

赏、专题沙龙、社团活动等十多个系列的文化活

动达到 4000 多个小时，双休日几乎场场爆满。

其中，80%-90%的文化活动都是志愿者自主策

划的。

褚树青观察到，其实比起拾荒者，被影响的

更大一部分人群，是在杭的外来务工人员。“原

来我们总是以为，他们来这里是获得知识和信

息，提高社会就业竞争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

通过参加杭图的文化活动，了解了城市人的生

活方式，也学会了和城市人打交道。有时候，熟

稔规则比获取知识更有用。”

眼下，杭州图书馆还在不断探索和深化社会

化合作办馆之路，不仅建立起一个“中心馆+主题

分馆”的网状服务体系，而且服务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目前，全市总共有11个主题分馆。在上天

竺有佛学分馆，在西溪八方城有运动分馆，在浙

江省盲人学校有盲文分馆。这样，不同类型的读

者群体都可以就近选择，各取所需。

3/ 他们是最亲和的杭图人

2/ 他们是最温暖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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