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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代脉搏，服务广大读者

——文津讲坛值班随想

宋宇馨

文津讲坛是国家图书馆众多系列讲座中社会影响力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讲座品牌。在

上世纪老北图举办讲座的传统延续之下，本世纪之初的元旦，国家图书馆在北海之滨的分馆

设坛开讲；2003 年任继愈先生题字的“文津讲坛”正式成为该讲座的名字并挂牌，标志着

国图讲座已经系统化、规模化，文津品牌正式树立，能够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与文

化传播职能。

如今的文津讲坛模式成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聚焦文史哲，向社会提供高质量、高学术、

高品位讲座，并配套系列书籍、音视频的文化推广平台。到 2019 年 12 月，文津讲坛即将举

办她第 1000 期讲座了。作为一名文津讲坛的值班工作人员，在平时周末与读者共度文津讲

坛学术时光的同时，关于新时代读者深耕，也有一点自己的感想，在此与大家分享。

1、把握学术前沿，适时引领读者

文津讲坛一直以其高质量、高学术、高品位在图书馆众多讲座系列中独树一帜，邀请的

主讲老师均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分享的主题也要么是常谈常新的经典命题，或者是学术研

究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讲座的选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要求工作人员要充分了解

文史哲的学术研究动态，在新时代怎样选题、怎样选好题，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一，要确保自身的学术品位，时刻关注学界动态。当今社会，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

代，人们获取信息不难，难的是如何在一堆无效信息中选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这个道理对

于讲座也是一样：当代社会人们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参加讲座不再是人们知晓学术的

必然选择，然而一场有质量的高品位的讲座仍然是稀缺的。这就要求工作人员自身一定要具

备高质素，策划的选题要能够贴近时代、满足读者对高质量信息的渴求，将最前沿的研究成

果展现在读者面前。如此，才能够吸引读者。

其二，要与读者共同进步，也要坚持自我。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可能是每一个讲

座人心中都要把握的度。不同的讲座题目，吸引到的人流量确实是不同的。每一个精心策划

的选题，当然希望更多的读者来听，然而却要避免陷入唯流量论的泥淖。每一个讲座值班人

员可能都会感叹文津讲坛读者素质之高，不乏许多藏龙卧虎之辈，每次的读者提问环节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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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往，擦出不少学术的火花。我想，利用讲座之前与之后的时间与读者充分交流应该是非

常有必要的。不少读者主动向我们建议想听的内容，都值得我们仔细考量。但同时，也要坚

持自我，相信自己的品位。比如有一期《欧亚大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相马术》，本来以为此

题比较小众，感兴趣的人不多，没想到现场的反应却十分热烈，讲座结束后读者争相提问。

可见，只要是好的讲题，不管大众小众，都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兴趣，不常见的选题反而打开

了读者新的大门，拓宽了视野。文津讲坛作为一个高质量的讲座品牌，不仅要吸引读者，更

要引领读者。

2、借助新媒体，精准定位读者

怎样将讲座信息发布，传播到更多的目标人群，一直是讲座人在思考的问题。已经关注

文津讲坛的读者，往往拥有一套自己获知讲座信息的方式，定期参加讲座，比如有一群固定

的老年读者，他们之间会互相分享讲座信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来参加。长此以往，有

一个问题突显出来，那就是参加讲座的读者逐渐固定化，现场的工作人员宣传的对象只是来

参加讲座的读者，而不知道讲座信息从而无法参加的读者，只能靠自己从其他渠道获知。

好在目前互联网发达，我们可以借助新媒体，将讲座信息精准投放至更多读者。首先，

是国家图书馆官网，会定期发布文津讲坛讲座信息的预告。只要是有心想来国家图书馆参加

讲座的读者，登录官网后都能获取最近一段时间的讲座信息，从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参

加。同时，查看国家图书馆官网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在现场如有老年人询问，一

般会推荐这种方式。第二，利用微博账号。微博是大家获取即时信息的一个平台，特别的年

轻人，使用率较高。微博@国家图书馆官方账号发布讲座信息，其他一些文化学术相关的账

号也会转发，关注其他信息的读者也有机会刷到文津讲坛讲座的相关信息。第三，利用微信

公众号平台。微信公众号与微博同理，也是目前广大读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值班的过程

中发现，现在出现在讲坛的新面孔越来越多，不少讲座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在现场工作人员

的宣传后，他们也慢慢成为文津讲坛固定的读者，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关注青年读者的

同时，文津讲坛的老年读者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于微博、微信等新鲜事物的接

受程度有限，目前采取的方式是在每次讲座的纸质讲义背面印制本月一整月的讲座预告，老

年人带走纸质讲义，便能得知一整个月的讲座安排，是目前一个较为可行的方式。

3、优化硬件软件，更好服务读者

现场值班人员对讲座整体情况的把控非常考验工作人员的灵活应变能力，每一个文津讲

坛人都以自己百分的热情服务读者。

首先，确保整个讲座安全、顺利地进行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每次讲座之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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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要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一个预判。比如故宫相关选题、易经相关选题等都是读者比较感

兴趣的内容，预判读者到场人数较多时，可以提前沟通多安排一个现场工作人员值班，确保

应对突发情况时人手充足。老年人群是文津讲坛一个比较重要读者群，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

或者冬天寒冷或雨雪等极端天气情况时，要做好紧急预案，确保读者安全参加讲座；人数过

多时，注意读者不能占用消防通道等等。

第二，尽量提供更好的讲座体验。文津讲坛规定的讲座时间是讲座当天的上午 9：30

至 11：30，然而实际情况却诸多变化，工作人员需要依据现场反馈灵活处理。比如老年读

者或者距离古籍馆较远的读者，到达现场的时间会比较早，所以实际上每次文津讲坛工作人

员 8：30 分即开始值班，保证读者能够到达现场先行休息。有的讲座反应比较热烈，读者提

问的要求特别强烈，也要灵活增加提问机会，让读者和老师能够充分交流；根据现场经验，

还有交流意愿的读者，可以提供其与老师在讲座后个别交流的机会。再比如非遗系列讲座，

有的老师会带自己的作品到现在向读者展示，有的作品价值不菲，为了能够让读者更好地感

受非遗，工作人员也会在工作之余尽量满足读者需求，向读者展示实物。除了现在工作人员

对读者们更好的服务，文津讲坛的硬件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临琼楼建造的时代比较久远，

对于读者提出的反馈意见，如气温高、空气闷等及时检修，今年新更换了座椅、空调等，也

新增了一台电梯，为腿脚不方便的读者提供便利。

作为一名图书馆的新员工，有幸能够参加文津讲坛的值班并陪她度过她的第 1000 期讲

座。我能做的，就是在现场更好的服务读者，让文津讲坛能够更好的发展、传承。与读者一

道，让文津讲坛，更好的保国粹而惠士林，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的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