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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讲坛”五百期感言 

王尧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 

   

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公益性学术文化系

列讲座“文津讲坛”，自 2001 年元旦开创

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社会大众的普遍欢

迎。现在，已经满 500 期了。略一回顾，

它充分体现了国家图书馆一贯的令人钦敬

的优良传统：开展教育文化、服务大众、

提高社会文化文明素质。国家图书馆利用

自己极其丰富的馆藏，以及和学术界名流

专家的亲切交往，面向社会，用自己的优

势打造了一个沟通专家与社会大众之间亲

切对话、交流磋商的平台，还出版了文字

版的讲座稿，泽被了更多的人群。“文津

讲坛”被称为永远的“精神家园”，当之无

愧。 

一个民族好读书、肯读书、鼓励读书，

那是十分可贵可喜的现象。尊重知识、热

爱知识、追求知识，说明这个民族有无限

生机，有光明前途。我们绵延 5000 年的中

华民族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成立公益性的国家图书馆已有 100 年了，

这是拜时代之赐；而经过 60 年的辉煌历程

之后，我们又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

和新机遇，要进一步吸收新的知识成果，

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 

作为一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教学

人员，受到“文津讲坛”的邀请，我深感

社会责任的重大，努力把自己有限的研究

心得在讲坛上与社会大众交流。而且能当

面听取读者的意见，更是学术活动中极为

难得的机遇，这是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营造的美好学术氛围，也是当前国家努力

倡导的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一种高度体

现。感谢国家图书馆，感谢文津讲坛的组

织工作。 

再说一点往事。我负笈来京已经整整

60 年了。想当年初到京城，住在北海公园

南侧的北长街班禅办事处后院，几乎每天

的晨读，都是在北海文津街老馆内盘桓度

过，并与老馆员陈恩惠先生相识，结下了

不解之缘。当年馆内传统的学术讲座和研

讨会，使我受益匪浅。例如，50 年代初举

行的“李煜词”的讨论，我至今还有深刻

的印象。在那次研讨会上，听到许多名家

的高论，并结识了王国维静庵先生的公子

王仲闻。 

向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致敬，

感谢“文津讲坛”对学术事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