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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讲坛 500 期专题】 

图书馆应成为社会教育的大课堂 

 周和平  

“文津讲坛”始于 2001 年。第一期讲

座，至今仍历历在目，是由任继愈先生主

持，张岂之先生主讲。至今，“文津讲坛”

已经举办了 500 期，国内一流专家纷纷登

台树帜，传授知识，广大读者积极参与，

使得讲座的举办者也受到了鼓舞。“文津

讲坛”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它的

文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有效地拓展了国

家图书馆的服务职能。  

党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

会的要求。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是

人素质的提高。举办公益性讲座是国家图

书馆的重要职责，也是各级图书馆的重要

职责。图书馆作为公民教育的学校，除了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

进一步拓展社会教育职能，国家图书馆应

该成为社会教育的最高学府。同时国家图

书馆还要引领图书馆行业的讲座工作。在

“文津讲坛”举办 500 期之际，要总结经

验，把“文津讲坛”办得更好，走向新的

500 期。 

第一，要重视主讲人队伍的建设。选

题、内容、主讲人是讲座的三要素，其中

最重要的是主讲人。主讲人队伍的建设，

将是一个讲座是否有影响，能否吸引听众

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聘请了 300 多位国

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作为“文津讲坛”的特

聘教授，就是希望建设一支优秀的主讲人

队伍。  

第二，要把“文津讲坛”的文化资源

很好地传播出去。要加快讲座内容的出版

整理。同时，要积极利用国家数字图书馆

平台，利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平台，使讲座资源能够更好地利用。讲座

往往是主讲人一生的研究成果，是非常珍

贵的文化资源，要把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

记录下来，传之后人，在社会上传播，发

挥它的作用。  

  第三，要吸引更多听众聆听讲座。要

注意事前的预告和介绍，注意应用各种媒

体，特别是利用手机、互联网进行传播。

现在我国手机用户有 7亿多，上网的手机

用户也到了 1.7 亿多。今后举办讲座，要

利用新兴媒体，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走

进来，受到教育，感受文化。有时，一场

讲座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有时，一场讲座

可以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四，要推动“文津讲坛”走出去。

文化部要求各级图书馆开展讲座，“文津

讲坛”作为一个著名的讲座品牌，应该走

向全国，可以和各地的讲座结合起来。目

前，国家图书馆正在筹备和几十个图书馆

联合组建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目的

就是要实现讲座资源共享，专家信息共享，

讲座课件共享，使讲座成为公共文化服务

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