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文津讲坛”500 期座谈会纪要 

李燕晖 

 

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自 2001 年 1

月 1日开讲，至 2010年 1月 1日迎来第 500

期，已走过九个年头，作为国家图书馆着力

打造的文化品牌，“文津讲坛”始终没有停

止前进和探索的脚步。2010 年 1 月 13 日，

为庆祝“文津讲坛”走过第 500 期，国家图

书馆特举办了纪念“文津讲坛”500 期座谈

会暨展览活动，以展示“文津讲坛”举办九

年来的丰硕成果，表达对主讲人和社会各界

读者的感谢之情，庆贺这一具有非凡意义的

“当代杏坛”日益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国家图书

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部分“文

津讲坛”主讲老师、读者代表及国家图书馆

员工代表参加了活动。座谈会由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张志清主持，来宾们对于文津讲坛多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结

合自身的的学习工作经历和专业特长，对于

文津讲坛未来的发展规划提出了一些很好

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最活跃的当属“文津讲坛”的

主讲老师们了，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学识和深

厚的专业积累，且多为各学术领域的领头人

和知名学者，他们来自于各科研院所、高校、

文化机构或艺术团体，他们当中既有德艺双

馨的学术泰斗，亦有正当华年的学界中坚。

他们不仅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的讲座，还积极

支持和参与“文津讲坛”举办的各项活动，

对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功不可没。 

首先发言的是王渝生教授，王教授是学

数学出身，他回忆起当年曾为找书而与国图

“不打不相识”的经历时，至今还难以忘怀：

1978 年，当时正在学校专攻数学专业的王渝

生，为了找到关于珠算的插画，就来到当时

的北图，借阅明刻本的金瓶梅绘画，但在当

时的条件下，很难让人理解其作为一名数学

专业学生的这种行为，几经周折最终才得以

阅览。由此，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我

与国图不打不相识》。也正是因为这次事件，

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他经常去国图借书，

并由此走上了搞科学史的道路。国图的讲座

王教授也主讲过好几次，他觉得国家图书馆

举办的各种讲坛都是很好的事情，“如果要

提建议，我觉得首先是要‘走出去’，这个

讲坛的有些题目对于外地图书馆有很大的

借鉴意义，因此可以走出去，让更多的读者

享受到这个讲坛带来的文化盛宴。第二，文

津讲坛虽然是以文为主，但是我们现在所讲

的科学，既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还有自

然学科。还是应该文理交融，多样并举，全

面发展，所以我再次申请文津讲坛多讲一点

科学方面的东西，文科理科要相互沟通，把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弘扬人文精

神，弘扬科学精神，多做些两者结合的报告。

找一些科学家来讲一些科学的讲座，讲一些

科学的结合，讲一些文理的结合。” 

其后，张大可先生建议文津讲坛以后的

讲座可以设定一个大致的比例，以国学为基

础，将四分之一比例的讲座设在国图以外的

地方举行，并且他建议像“文津讲坛”这样

一个国家级的讲坛，选题应该更加关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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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瑜先生认为，这个讲坛的举办，为

广大科研人员和读者之间架起了很好的桥

梁，为读者普及了知识，读者的热情，让他

深深感动。他希望这个讲座能够再接再厉，

并更好地与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为学者和

读者提供一个更好的知识交流平台。 

陆学艺先生发言，建议文津讲坛除了重

视当前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两个方面之外，

应该根据现在国家重大的研究成果进行选

题，并设计一个讲座的规划，多与社会重点

热点问题相结合。 

随后，楼宇烈先生在高度评价了“文津

讲坛”500 期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后，对这个

讲坛日后的发展规划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

为应该更多的从现实的问题来规划、组织它，

要根据我们现在存在的矛盾、问题来设计我

们的讲座题目。可以讲古代，但是讲古代的

问题要对于现在的社会问题有所启发，包括

一些学术上面的问题，包括研究的方法、宗

旨，因为这个讲座是面向社会大众，因此要

有正视、正听，不光是历史的问题，还要根

据现实的问题来说古，使我们今后的讲座更

有历史感、现实感。 

座谈会在史金波教授的发言中趋近尾

声，史教授发表了他对“文津讲坛”的一些

看法，他认为“文津讲坛”已经成为了一个

很重要的文化品牌，有它自己的风格和方式，

是别的讲坛所不能代替的。这首先是因为国

家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资源和传统，此外，只

有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才能集合所有的资

源，如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科研部门等，

国家图书馆是文化公益的服务部门，使其可

以充分地利用这种资源的优势，建立各种联

系，将这种宝贵的资源发挥到了极致，这无

论从发扬文化还是传播知识来说都起到了

非常好的作用。文津讲坛无论从组织来讲还

是工作人员，都是准备充分，然后进行的一

些宣传安排，很周到，让演讲者感到了学习

型社会正在建成。另外，他认为这个讲座的

布局非常好，有的是当前的热点问题，有的

是传统的古代的一些大家关注的问题，希望

以后还能坚持这样的布局和大方向，把这个

工作做到更好。最后，他对文津讲坛以后的

发展提出了两点建议，就是“适当的加大宣

传工作，把文津讲坛的影响扩大，要让大家

知道，有这样一种讲坛，在繁荣我们的文化，

传播我们的知识，做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传统

工作，使有兴趣的人尽量多来听，把这个品

牌做得更好，更加精彩，发挥品牌的作用。

第二，希望这个讲座能够加强关于民族知识

的宣传和教育。因为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的

国家，而民族史的研究近年来进展很快。但

是从全国来讲，对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的

了解还不够深入，有必要适当加强关于民族

知识、民族团结的教育和宣传。” 

各位主讲老师们凭借着他们多年丰富

的学术积累以及在“文津讲坛”的实际讲座

经验，用最具说服力的话语为我们提供了最

实用的意见和建议。除了这些讲坛主讲老师，

“文津讲坛”的发展更离不开广大听众的

支持。在这个开放的讲坛里，每个对中国文

化满怀深情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文

津讲坛”到场听众年龄层次丰富，既有涉世

未深的青少年，也有饱经风雨的耄耋老人；

听众教育水平多样，既有在校学生，也有研

究人员。在听众中，既有离退休人员、普通

市民，也有国家干部、公司白领。随着“文

津讲坛”影响的扩大，到场听众数量日益增

加，新的面孔也在不断涌现。 

这次的座谈会，我们有幸请到了读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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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黄兆琦先生也参与了发言，黄先生是国家

图书馆的一位普通读者，也是全国总工会的

一名 72 岁的工作人员，能来参加这次座谈

他觉得“非常感慨”，“500 期的讲座在我们

国家来讲是首次，这个成绩有赖于各位专家

学者和各位读者的努力。讲坛自古以来就有，

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年代对提高公民素质、传

道授业、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外大

局、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非常有好处，

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此外，黄先生就怎

样办好文津讲坛以后的讲座提了一些建议：

第一点，在讲座的设置上，首先是希望邀请

一些科学家和知名人物来做一些讲座，特别

是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其次，希望文

津讲坛能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列式的

讲座。另外，除了一些大学教授和社会知名

人物之外，还可以多从基层发掘一些有才华

的人，给他们一个讲座的机会。第二点，希

望能办一个杂志，把读者的心声、学习的心

声，包括专家讲课的一些新的提法、想法也

刊登在刊物上，可以吸收一些读者义务参加

编纂，群策群力，在刊物上吸收广大读者。

第三，讲课的时候建议能够互动起来，专家

讲座时可以答读者问或者提一些建设性意

见。第四，定期把常年听课的读者群相对逐

步稳固的扩大，并在读者里搞一些有意义的

公益性活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热心的读者，

我们的讲坛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在历经

九年的历练之后迸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所有的这一切，都凝聚着国图人的心血

和汗水，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员工，我们更能

够用一种欣慰而犀利的眼光来看待“文津讲

坛”取得的成就以及它以后的发展道路。来

自国家图书馆的员工代表李致忠先生对这

个讲座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他认为“这个讲

座从开始创办到享誉学术界，对讲题和内容

一直都是有严格要求的，讲到 500 期下来大

家反映很好，作为图书馆人，我感到非常欣

慰。”随后，他又站在一个图书馆人的角度

对讲座以后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

合理规划讲座安排，增强讲座的系列性，严

格讲座人的选排。第二，“文津讲坛”除了

要以传授文化知识为己任之外，还必须正确

地引导讲座中正常出现的学术争论。“总结

以前的经验，我们这 500 期过去之后，需要

做好新的规划，延续优势、总结教训，总结

以前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做得更好，并希望在

座的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支持我们的讲座。” 

座谈会在热烈欢快的讨论中结束。当听

到了广大学者、读者的心声，收到了来自社

会各界的好评时，我们欢欣鼓舞，振奋异常；

当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欣喜地收到来自各

方的意见和建议时，我们下决心总结经验、

继续努力。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关爱我们的读

者，我们才更有信心、有能力，在以后的日

子里，将“文津讲坛”办得更加有声有色，

成为你我永远的精神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