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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精神故乡——文津讲坛 500 期简述 

古籍馆

“文津讲坛”是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公

益性学术文化系列讲座，自 2001 年 1 月 1

日创办，至今已举办 500 期，成为全国著

名的文化品牌。“文津讲坛”秉承国家图书

馆开展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依托国图的

宏富馆藏，以服务普通百姓为宗旨，坚持

讲座的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广邀京

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莅临演讲，为广大读者

提供了一个学习的空间，成为弘扬中华文

化、推动全民读书、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新

园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倡导图

书馆通过举办讲座等活动，提高社会文明

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文化部和国家图书

馆领导十分重视“文津讲坛”，对“文津讲

坛”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已故

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在 90

岁高龄时，仍亲自规划讲座选题，邀请名

家，每月参加讲座活动。受邀专家学者也

都把到“文津讲坛”演讲视为荣誉和责任。 

 

国家图书馆的讲座历史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图书馆的前

身北京图书馆就时常举办讲演报告会，以

指导读者阅读、推荐优秀图书、介绍作家

作品、阐述学术问题。郭沫若、吴组缃、

艾思奇、老舍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家应

邀到北图讲演，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

甚至有北京郊区、周边省份的读者坐火车

来参加。讲座成为国家图书馆服务社会、

履行文化教育传播职能的重要园地，也成

为国家图书馆的一项传统。 

 

“文津讲坛”的创设 

2001 年 1 月 1 日，修葺一新的国家图

书馆分馆（现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在重新正式开馆的同时，推出系列学术讲

座。首场讲座由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

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岂之主

讲《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2003 年 1

月 1 日，国家图书馆分馆的学术讲座定名

为“文津讲坛”，由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

继愈题字，著名文物专家朱家溍设计的匾

额正式挂牌。“文津讲坛”周末举办，面向

大众，坚持学术性、知识性和雅俗共赏。 

 

500 期回顾 

 

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 月 1

日，“文津讲坛”走过 9 个春秋，迎来第

500 期讲座。9 年来，讲座场所从文津楼迁

至临琼楼，面积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听

众；讲座形式日益丰富，既有讲课形式，

也有座谈形式，还有现场演奏、吟唱、舞

蹈；讲座设备日益现代化，除传统的录音、

录像外，还更新了音响设施，提供了如耳

麦、幻灯、电脑演示、投影仪等先进设备。

9 年来，应邀参加讲座的主讲名家学者近

400 人，读者从最初的每场数十人增加到

几百人。 

 

 

任继愈与文津讲坛 

 

“文津讲坛”得以不断发展，任继愈

先生厥功甚伟。他是积极的倡导者，敏锐

意识到讲座对于普及文化的重要作用，力

主在国家图书馆分馆开设“文津讲坛”，并

确立“文津讲坛”的定位；他是热心的主

讲人，先后 7 次登台主讲，畅谈自己的最

新研究心得；他是忠实的听众，周末讲座

的听众席中时常能发现他的身影；他还是

坚定的支持者，多次不辞辛劳地策划选题、

联系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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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宣传 

 

为了扩大影响，便于读者随时掌握讲

座信息，“文津讲坛”利用现场、海报、纸

质媒体以及网络等多种方式，着力加强宣

传工作。讲座现场备有讲座安排等资料，

国家图书馆馆内多处张贴室外海报。“文津

讲坛”多年坚持与北京各界，包括国家机

关、各高校团委以及图书馆、附近中学等

建立和维持友好的合作关系，及时告知讲

座安排。中央及北京市各大报纸都曾刊载

过“文津讲坛”的讲座信息以及学者论述

“文津讲坛”讲座的文章。在国图网页上，

读者随时可以查阅最新的讲座安排。 

 

主讲老师 

 

“文津讲坛”始终坚持精品意识，前来

演讲的多为各学术领域的领头人和知名学

者，他们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芭蕾舞团、空政歌

舞团等科研院所、高校、文化机构、艺术

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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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向国家图书

馆无偿捐赠自己的新著。 

 

讲座内容 

 

“文津讲坛”以弘扬古今中外优秀文化

为宗旨，坚守学术品位，注重讲座主题的

创造性、突破性与权威性，力求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讲究学术问题大众化、大众问

题学术化。讲座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

济、文学、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等众多

领域，既有“《黄河大合唱》的艺术表现”、

“谈《清儒学案》”等微观分析，又有“经

济全球化下的中华文化走向”、 “关于中

华民族的文化之根”等宏观思考。 

 

 

 

讲座听众 

 

“文津讲坛”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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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讲坛”的听众认真听讲、作

笔记，散场后不仅积极向主讲老师请教，

相互之间还会热烈讨论、交流心得，久久

不愿离去。“文津讲坛”成为他们学习交

流的平台。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内容，他们

都会前往听讲，风雨无阻。随着“文津讲

坛”影响的扩大，到场听众数量日益增加，

新的面孔不断涌现。 

 

贴近读者 

 

“文津讲坛”曾多次印发调查表，及

时了解读者的需求；举办“我与文津讲坛”

征文，增强读者参与讲座的积极性；召开

读者联谊会，邀请读者为讲座建言献策；

设立专门的读者咨询电话和邮箱，随时倾

听读者提出的意见和问题。这些举措使“文

津讲坛”更加贴近读者，促进了讲座工作

的进一步发展。 

 

媒体报道 

 

由于“文津讲坛”主讲人水平高、内

容精彩，因而一直受到众多媒体的青睐。

2001 年以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文化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

报》、《北京晚报》、《中华读书报》、《京华

时报》、《文汇读书周报》等近 20 家媒体跟

踪报道相关新闻。新华网、千龙新闻网、

京报网、光明网等多家网络媒体也在互联

网上进行了报道，并被北大新闻网等各大

高校及相关单位网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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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演讲录》的出版 

 

《文津演讲录》是精选” “文津讲坛”

部分讲座内容汇集成册的系列出版丛书。

丛书遵循“思想自由、务实严谨”的原则，

取八方思想之精粹，采众家之所长，集各

科之要义。每篇讲稿都见解精辟，格调高

雅，兼具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深入

浅出，雅俗共赏。由任继愈担任主编。截

至目前，《文津演讲录》已出版 7 辑，共收

录讲稿 80 篇。 

 

列入文化共享工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新形势

下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及千家万户

的一项重要文化基础工程，是政府提供公

益性服务的重大文化项目。该工程应用现

代科学技术，将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

行数字化加工整合，通过工程网络体系，

以互联网、卫星、移动存储、镜像、光盘、

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网等方式，实现优秀文

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文

津讲坛”的讲座资源业已纳入全国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读者随时都可以登录其

网站，免费在线收看诸位名家大师的精彩

讲座。 

 

 

 

 

 

 

 

 

 

 

 

 

 

 

 

 

 

 “文津讲坛”进广州 

 

作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品牌，“文津讲坛”

始终没有停止前进和探索的脚步。2009 年

12 月 16 日，国家图书馆与广州日报社合

作主办的“文津·珠江论坛” 在广州大学

正式拉开帷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

国奥委会副主席、广州亚组委副主席肖天

担任首讲嘉宾，这是“文津讲坛”首次出

京。“文津·珠江论坛”将以广州为中心，

在华南地区进一步推进文化和学术公益活

动，进一步打造经典文化品牌。 

走过 9 年，“文津讲坛”从呱呱坠地

的婴儿茁壮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一方

讲席搭建了名师与大众、传统与现实沟通

的桥梁，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誉之

为“永远的精神故乡”（文津讲坛 253 期的

题词）。“华章传四海，才思润万人”， “文

津讲坛”的魅力，即在于登坛开讲的诸位

名家学者以其道德文章、风度见识为我们

构筑起一个高尚而纯净的精神家园。 

第一个 500 期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下一个 500 期呢，我们期待着、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