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场景理论下乡村图书馆空间重构 

孟默涵 

摘要：乡村图书馆如何调整、重构自己的空间形态，挖掘自

己的“空间”功能，扮演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角色，通过空

间、文化活动和人的互动来吸引乡村居民的文化参与，并以

其空间的文化和价值意义引导乡村居民的行为，是每个关心

乡村图书馆发展的人都应思考的课题。为此，笔者引入文化

场景理论，尝试在此理论的科学指引下，实现乡村图书馆的

空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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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立足城乡特

点，打造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扩大公共文化服

务覆盖面，增强实效性。2022 年 8 月“十四五”文化发展

规划中又一次提到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加强各级各类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打造新型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在这样的政

策指引下，城市公共图书馆通过空间形态的多元创新，成为

广大市民休闲、创作、交流、互动的“第三空间”，同时一

批小而美的“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公共文化空间也如



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以其便捷、舒适、美观吸引大批市民

走入其间。而作为乡村重要公共文化空间的乡村图书馆却寂

然无声，默默坐落于乡村居民的视线之外。乡村图书馆如何

调整、重构自己的空间形态，挖掘自己的“空间”功能，扮

演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角色，通过空间、文化活动和人的互

动来吸引乡村居民的文化参与，并以其空间的文化和价值意

义引导乡村居民的行为，是每个关心乡村图书馆发展的人都

应思考的课题。为此，笔者引入文化场景理论，尝试在此理

论的科学指引下，实现乡村图书馆的空间重构。 

1 乡村图书馆的界定及其发展现状 

关于乡村图书馆，学界一般把它界定为“地处农村地区，主

要服务农村居民的图书馆设施”，建国后“按设置层级分为

县级图书馆、乡镇图书馆（室）和村图书馆（室）”1。《中

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乡村的界定是城市建成区

以外的乡镇和村庄等地域综合体，而县级图书馆现实服务目

标基本局限于县城区域，因此本文所言乡村图书馆只包含设

立在乡镇和村庄的图书馆设施，如乡镇图书馆（室）和农家

书屋等。 

 
1韩永进.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农村图书馆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纵观我国乡村图书馆，目前大多以“类图书馆”形式存在，

“室”或者“书屋”是其精准的称谓，传统的借阅功能是其

建设初起的定位。从我国乡村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来看，图书

馆的种子基本没有在乡村大地生根发芽，几乎都是阶段性地

移植一个“室”来充当图书馆的功能。乡村居民对“图书馆”

其实是相当陌生的。在物质贫乏的时代，村民认为读书都是

不务正业，对抱着书本的村民会极尽嘲讽之能事。现在，随

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居民的

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多层次化，但由于乡村图书馆“室”

的存在形式，没有专业甚至专职的馆员，没有满足他们需求

的资源与服务，图书室根本不会吸引他们驻足。20 世纪 30

年代，李钟履先生就提出农民需要图书馆较之市民尤甚：“良

以城市中之图书馆，犹如锦上添花；而乡村间之图书馆，实

似雪中送炭。锦上无花，仍不失其绮丽；而雪中无炭，则冻

馁随之矣”2。因此，改变乡村图书馆“室”的形式，扩充

其功能，让乡村居民发现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喜欢图书馆，

这是乡村图书馆的应有之义。毕竟， “一个美好的乡村图

书馆建起来了，可以带动整个乡村的精神面貌发生改变”3。 

2 乡村图书馆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2
李钟履.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J］.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3（2）:5-62 

3
王子舟等，乡村图书馆是孵化乡村文化的暖巢——关于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讨论[J],图书与情报，

2021（01）：116-125 



2.1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界定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指在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主体——人

（乡村居民）、客体——物质性空间（或虚拟空间），以及活

动空间、机制空间共同构成的，集空间性、公共性、文化性、

生产性、乡土性于一体的系统场域，具有意义阐释与价值生

产的重要职能，是国家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4。列斐伏

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

实践。”因此，空间必然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的

活动发生联系并相互作用。空间性、公共性、文化性、生产

性及乡土性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必然属性。 

2.2 乡村图书馆作为一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图书馆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必

然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内容、组织、功能等，产生了属于自己的符号意义及价值判

断，具有空间性、公共性、文化性、生产性等属性。而乡村

图书馆由于其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的影响，有着浓厚的农耕

文明的底色，天然的具有乡土性的特性，其空间布局、资源

收藏、文化生产等都是对在地性的有效表达。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乡村图书馆必然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一种。但从目

 
4李林.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 年，34-35 



前乡村图书馆的发展来看，功能多为单一的借阅，完全不能

满足乡村居民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我们必须转换视角，从“公

共空间”的角度来挖掘其存在的价值，实现其振兴乡村文化

之要义。肖希明认为，当我们从公共文化空间的视角来看待

它时，“图书馆就不仅仅是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工具，而是

社会文化运作的一部分。5”这一论断对乡村图书馆也是适

用的。乡村居民自由聚集在乡村图书馆这一公共文化空间，

可以休闲娱乐，可以追忆往昔畅想未来，可以讨论公共话题，

可以交流感情，还可以接受文化熏陶……通过“共同在场”

排解原子化社会造成的孤独，从而加深彼此的理解信任，增

强村庄的凝聚力，促进村庄的和美发展。那么，如何构建乡

村图书馆公共空间，让乡村居民从中感受到与他们相适应的

某种精神气质，愿意参与并逐步内生为一种文化自觉，从而

更深地影响他们的行为、价值观念呢？文化场景理论为这一

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3 文化场景理论及其与乡村图书馆的契合性 

3.1 文化场景理论概述 

文化场景理论是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里·克拉克教授为

代表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不同文化设施类型组合所形成的场

 
5 肖希明.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J].图书馆论坛,2011(6)：62-67 



景以及场景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理念的研究，发现文化场景与

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进而探寻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化动

力的一种理论6。不同场景如何吸引各类人群参与、如何影

响人群行为，如何促进社区发展，进而影响城市经济，是文

化场景理论工作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场景”是由文化生活设施组合，拥有地缘关系的人群和人

群活动，共同构成的社会活动空间。它包含五个基本要素，

分别是邻里、基础设施、多样性人群、前三个要素及其活动

的合集、场景孕育的价值7。邻里指地理学概念上的社区，

基础设施可以看作是配有舒适物的各种实体的空间，多样性

人群指不同民族、种族、社会阶层、年龄和职业的人群。不

同场景吸引不同兴趣爱好的人群参与文化活动，不同场景孕

育不同的价值意义。那么，消费者如何辨别不同场景的价值

意蕴，寻找适合自己文化品味的空间体验呢？场景理论研究

者从对各种不同场景关键特征的描述中提炼出三个利害相

关的、综合的价值分类：（1）真实性，如发现真实的事与物、

扎根体验、身份认同等，体现真；（2）戏剧性，如相互的自

我展示，看与被看、表演等，体现美；（3）合法性，是以道

德为依据的行动，体现善8。通过各种舒适物的不同组合，

形成不同场景的价值分类，吸引不同人群参与，让个体价值
 

6 丹尼尔.等.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9 年 
7 臧航达、寇垠. 文化场景理论视域下公共图书馆空间建设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1(2)：24-29 
8 丹尼尔.等.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9 年 



诉求在场景氛围中获得承认和认可。同时，个体的不同需求

又能促进场景环境的改善提升，进而影响社区的发展。 

3.2 文化场景理论与乡村图书馆的契合性 

乡村图书馆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乡村本身就是一个社区，乡村居民之间有较强的认同感和较

多的相近情感元素。在传统乡村社会，邻里之间由于地缘关

系的影响，更容易互相合作和帮助。乡村、图书馆空间、进

入图书馆的人群、图书馆各项活动及图书馆本身蕴含的价值

符号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的文化场景。而如何打造图书馆

各类场景，吸引不同需求的乡村居民走进图书馆这个空间，

参与图书馆的各项活动，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行为与

价值判断；同时，如何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激发图书

馆空间的创新布局，更进一步激发人群的文化创意，提升乡

村文化活力，也是图书馆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

上，乡村图书馆理念与文化场景理论异曲同工，文化场景理

论从受众心理出发根植于空间的在地实践，构建了受众主观

选择的情感维度，可以为乡村图书馆空间建构提供一定的借

鉴与指导9。 

4 文化场景理论下乡村图书馆空间建构 

 
9 臧航达、寇垠. 文化场景理论视域下公共图书馆空间建设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1(2)：24-29 



文化场景理论把客观的场景设施与受众主观感知统一起来，

用三个价值维度对场景进行判定，为乡村图书馆以提升乡村

居民文化参与为目的的空间建构提供了理论指导。 

4.1 从真实性维度促进乡村居民文化自信 

如上文所言，场景理论中的真实性包含发现真实的事与物、

扎根体验、身份认同等。因此，乡村图书馆空间建构中要更

多的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既能吸引乡村居民走进图书馆，也

能增强他们对乡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自古以来，图书馆在乡村居民心目中就是与他们生活不相干

的高大上的概念，即便在需求多样化的今天，保持传统借阅

功能的图书室在他们心中也是雁过不留痕，很少有人会主动

想起去图书室看书。因此，为了吸引乡村居民走进，在空间

功能建设上要从在地文化入手，开辟关于当地乡土文化的展

示空间，比如酒文化、牛文化、剪纸文化等，当这些与他们

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出现在展示墙上时，他们会产生由衷的

自豪感，原来自己日常所为也是一种文化，也可以被拍成视

频，可以成为别人观看的东西。当他们真正走进去，打开种

类丰富的图书，才发现原来图书馆并不是自己原来以为的那

样高不可攀，里面也可以有很多自己能参与能欣赏的东西。

比如翻阅中国古代农书，通过与自己从事的现代农业对比，



会惊叹古人的生态智慧。这就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再比如，

乡村背景的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有趣有味。打开画册，田

间地头的小花小草都有她们专属的名字……熟悉的场景，能

让他们产生一种归属感、认同感，而这种感情，也会对他们

产生一种吸引，让他们愿意走进来，去发现更多的东西，从

而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4.2 从戏剧性维度激发乡村居民认识自我 

戏剧性维度指向审美表现，不仅是硬件表现的审美偏好，更

多的是软环境的创新创意。在乡村图书馆这个场景中，要提

供个人展示的空间，或者是交流空间，提供乡村居民共同在

场的情境，让他们有更多相互展现的机会；或者是创客空间，

为每个人提供属于他们的舞台，或唱或跳，舞文弄墨、刀工

木工……同时配备相关的书籍，在原有天赋的基础上，通过

阅读让他们的技艺更加精进。空间+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

通过戏剧性维度的场景打造，激发了乡村居民对自我的认

可，同时也会促使他们更多的走进图书馆，不仅主动参与图

书馆的活动，还会激发更多的创意，从而使图书馆工作与服

务得到更大的提升。 

4.3 从合法性维度增强乡村居民公民意识、社会责任 



乡村图书馆不仅为乡村居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还承

担着培养他们公民意识、社会责任的功能。在图书馆空间建

设中，场景理论的合法性维度从主体性建构、传统主义等方

面提供了方向。 

主体性建构要求乡村图书馆的场景感知必须保障乡村居民

平等、自由的出入，保障每个人都能平等享有图书馆的各项

服务，保障每个人的正常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公民的权力能

够得以实现，这是作为公民的意识产生的开始。而传统主义

的感召，又是对乡村居民公民认知的完善。历史是根基，文

化是灵魂，传统农耕文化、红色文化传承及历史、科学文化

教育等场景，能够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及社

会责任意识。 

乡村图书馆既是知识传播的空间，又是一个文化场景，不同

的空间组合和场景营造不仅能够实现乡村居民与图书馆的

情感共鸣，提高他们的文化参与度，而且可以激发他们的创

新热情，反过来提升乡村图书馆的服务效能，提升乡村文化

发展，为乡村振兴开辟一个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