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学者话经典——经典文化建设推广理论研讨会在国图召开 
 

2001 年 2 月 25 日，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经典文化建设推广理论研讨会”在馆红厅召开，馆长任

继愈代表国家图书馆致开幕词，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大学、中央教科所等单位 40 多位专家会聚一堂，就经典文化的建设与推广各抒己见。

下面全文刊登任继愈馆长的致辞，专家、学者的发言限于篇幅，摘要选登: 

 

 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致辞: 

     我代表国家图书馆以主人的身份，欢迎大家光临。 

     我觉得这次活动很有意义，经典文化在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很有条件把它做好、做下

去。有些国家现在很有声势，但他们的历史很短，有的首推 200 年就说到别的国家去了。我们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我想主要的一点就是把所有世界上先进的文化吸收进来，为我所用，同时又

要吸收过去一切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文化的特点是有持续性，没有暴发户，没有一天之内成为

文化大国的。可过去我们吃过这个亏，对历史了解不够，对古代糟粕的东西看得多，精华的东西看得少，

我们需要平心静气对古代的东西加以总结，研究开发。这个事情可以从娃娃做起，中小学生就可以做。

我们体育运动是从娃娃抓起，文化也要从娃娃做起才会有根。古代的东西是文言文写的，读不懂，没关

系，小孩子记忆好，先记下来，慢慢消化。古代的经典经得起揣摩，经得起消化，不是念一遍就完了。

有些故事，讲一遍，听过去就完了，可经典文化不一样，第二遍读过来和第一遍的感受不一样，第三遍

过去和第二遍又不一样，可以长期起作用。所以现在搞经典文化建设与推广很是时侯，可以把它搞起来。

推广经典文化现在有条件，也有必要。人力物力都具备，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二十一世纪上半段文化复

兴伴随着经济复兴，会同时掀起高潮，现在的年轻人都可以看到。我们要为这个高潮创造条件，从小学

抓起，从中学抓起，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很有意义，这样经济文化建设就会有基础，进退自如，非常方

便。国家图书馆收藏典籍资料比较完备，我愿以图书馆的力量来推进这一工作，希望各位来宾、各位专

家、各位学者向我们提出多方面的要求，只要是力所能及，我们一定尽力办好。图书馆是一个终身教育

的场所，愿意把这些工作做好。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多多关怀。我今天只是开个头，抛砖引玉，希望各

位提出要求，我们共同把经典推广工作做好。 

谢谢诸位！ 

 

 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     

 任何一个有很长历史的民族，它的文化都有根基。如何让儿童从小就了解它非常重要。有的专家

提出，21 世纪是不是可能出现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说过，因为公元 500 年前曾有几个地

区同时产生经典文化，四大文明才能在 2000 多年后影响人类文化发展，且当时是总体发展起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文化发展往往要回到其源头去。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它就要回到古希腊，

找到它的力量和资源，然后再前进，然后再发出“耀眼的光辉”。让孩子从小了解文化从何而来，他

就可以从深厚的基础上汲取养料。今天的文化是互渗、交流的。21 世纪的文化是几大文化交融、吸

收、影响的。所以，经典文化建设不仅要推广中国的古代经典，还要推广其他国家的经典。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李元:     

 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可是也热爱文艺。我小学前后，背过《千家诗》、《古文观止》等等，至今还

背得出《岳阳楼记》、《滕王阁序》。也读西方名著《最后一课》什么的，还有莎士比亚的诗篇。我还

喜欢古典音乐和严肃音乐，那里面有深刻的思想、美的境界。我自己受益匪浅。对于儿童我认为要普

及为主，少年时诵读的东西，一生受用不尽。读的时候不一定懂，长大后逐渐理解，为自己所用。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谢维和：     

 推广经典诵读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中国和世界的经典中要有所选择。1987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大

一开设西方文明课，有老师讲解。但选择什么书目，在社会上、报界都引起争论，到底应选什么书来

读？经典的内容是什么？是否要有其他民族的经典？所以，我们的经典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进行有价

值的建构，还是值得考虑的。要从孩子的成长规律、学习规律和教育的理论来考虑，将二者结合起来，

对中华文化建设起到良好的作用。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侯才：     

     这项活动的意义在于：第一，是弘扬继承中华文化精华，提高整体素质的基本前提。对青少年也

很必要。现在很多父母自己受的文化熏陶不足，下一代又词汇贫乏，只会说“帅呆”、“酷毙”、“肯德

鸡”、“麦当劳”。古代汉字有 10 万多字，现在常用的只有四五千字。文字、语言退化了，思维方式也

退化了，这不仅仅是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第二，文化发展趋势有断代问题，所以弘扬传统文化非常

重要。第三，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全球化。必然是多元化和一元化的互动。要保持本民族的主

体性、独立性最基本的就是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海外研究中华文化的

越来越多，《道德经》的外文译本有五十几个；在德国，妇女家中还摆放了《论语》。这说明中华文化

很有独特之处，将来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