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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讲坛管理服务工作简述

朱婷婷

国家图书馆面向社会大众推出了文津讲坛、中国典籍与文化、国图讲坛等学术文化系列

讲座。保存我国优秀古代文化典籍，培养中华文化传人，使文明薪火代代相传，发挥继续教

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是国家图书馆神圣而重要的使命。早在五十年代，在文津街七号，一

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启迪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文津讲坛秉承国

家图书馆文化教育传统，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服务百姓，讲座广邀国内外著名专家学

者莅临演讲，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学习的空间和平台，成为推动全民阅读，构建学习型社会

的园地。文津讲坛在文化部和任继愈老馆长的大力支持和深切关注下于 2001 年元旦创办第

一期，迄今已走过 19 个年头，成功举办了近千期活动，是推广优秀文化的重镇，成为国图

乃至全国图书馆公益性学术文化讲座中当之无愧的王牌。

一、文津讲坛讲座服务现状

文津讲坛不仅是国家图书馆服务水准和层次的名片，还是国图深化服务的有效途径和体

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平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把讲座服务作为为读者服务的重头戏，在全年

的读者服务工作中重点策划、精心安排、增加投入、定时开讲、系列推出、大力宣传，使文

津讲坛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不断得到扩大和增强，逐渐形成品牌，使图书馆公益性讲座服务成

为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平台，成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方式。

1、讲座环境与设施

作为面向社会大众的公益性讲座，文津讲坛的讲座时间基本都设置在双休日和节假日的

上午 9：30 至 11：30 或下午 14：00 至 16：00，致力于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享受学习的乐趣。

讲座地点则设置在坐落于北海公园附近的文津街七号临琼楼，周边环境优美，讲堂井然有序，

可同时容纳至少 200 位听众。同时在讲堂还配备了全套音响设备，讲台左右两边皆有投影设

施，方便听众提升听讲体验。讲座读者以老年人为主，临琼楼配备电梯方便读者上下楼。

2、主讲人和主讲内容

文津讲坛讲座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自然科学、建筑、法律、

教育等众多学科领域，始终坚持思想性、学术性和知识性原则，突出雅俗共赏的特点。以国

图宏富的馆藏为基础，加之学术界的广泛支持，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



文津讲坛 1000 期纪念刊

23

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莅馆开讲，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

毕生研究的菁华。“让大家宏论走进百姓生活”，成为讲坛的特色。国内外众多德学双馨的

学者，如任继愈、启功、朱家溍、吴敬琏、厉以宁、汤一介、张岂之、袁行霈、王蒙等都曾

受邀开讲。讲座形式以主讲人授课和问答环节为主，近年来也有一些互动体验等新形式。

3、讲座消息发布渠道

为方便读者随时随地掌握讲座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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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备有当日主讲内容及月度讲座安排等资料，国家图书馆馆

舍内显要之处张贴室外海报，京内部分高校相关单位均定时告知讲座安排，中央及北京市各

大报纸都曾刊载过文津讲坛的讲座信息。国家图书馆官网上即时提前更新讲座信息（图 1），

利用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方式及时快捷地传递讲座信息；不少资源类自媒体也自发宣传文

津讲坛讲座信息。

国图官网发布的文津讲坛讲座信息

4、讲座内容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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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讲座的时空局限，让优秀文化为更多的读者共享，文津讲坛工作人员面向公众

推出精选的讲座视频资源。读者登陆国图官网（http：//www.nlc.cn），点击右下角“在线讲

座“模块，即可查看国家图书馆近年来在线讲座视频（图 2），未能亲临讲座现场的读者可

在此栏查看文津讲坛历期讲座视频回放。工作人员还将主讲内容以字幕形式嵌入视频中，提

升读者观看体验。有不少主讲视频还被纳入学习强国“慕课”平台，可供广大读者在手机端

学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通过讲座资料汇编、讲座内容结集出版等讲座内容的衍生品解决

讲座的时间限制，陆续发行《文津演讲录》供读者观看。由于讲座内容质量高，自开办以来，

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中华读书报》《京华时报》

等近二十家媒体不断对文津讲坛进行跟踪报道。

文津讲坛往期视频回顾

文津讲坛内容涉及领域广泛，具有权威性、生动性、新颖性等特点，各种人文主题的讲

座能让广大听众接触到国内外超一流的学术前沿知识，感受并领悟到人类知识的浩瀚和社会

文明的辉煌。然而，由于讲座受场地、经费等多种现实因素的制约，讲座效能受到局限。如

由于移动终端与图书馆官网的兼容性较差，操作流程复杂导致讲座视频的播放率较低，没有

达到预期的放送效果。虽然讲座视频上传到官网这一举措有效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

是传播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如何有效管理讲座，实现讲座服务的可持续开展，是文津讲坛乃

至全国图书馆公益讲座举办者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改进讲座管理服务刍议

文津讲坛开讲近二十载，栉风沐雨，仍活力无限，场地频频爆满，在学界和读者圈内有

口皆碑，但在管理服务上仍有提升空间。笔者就以下几点提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1、改进现场服务

由于文津街七号特殊的地理位置，每逢热门讲座主题或主讲人时，常发生座位不够的情

http://www.nl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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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易引发读者纠纷或老年读者因无座而体力不支等特殊情况，建议引进讲座预约机制。讲

座预约机制涉及到的程序较繁琐，但为大势所趋，可安排馆员至首都图书馆等兄弟单位进行

实地调研。与此同时，现场读者多为老年人，爱喝热水，需要适当地增加饮水机数量。投屏

设备较老旧，读者反映投影效果不够清晰，亟待升级。

2、丰富选题

讲座选题关乎讲座活动的成败。作为国家图书馆的王牌公益性讲座，文津讲坛在主题选

择上一方面应尽量丰富选题类型，扩大受众覆盖面；另一方面不能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口味，

应以引导大众文化旨趣、提升大众品位为责任。我馆作为古籍典藏总库，保存了大量珍贵古

籍。馆员在讲座选题上大有可为，可对馆藏资源尤其是特藏资源进行知识梳理、挖掘及整理，

策划相关特色主题讲座，开展馆藏资源知识发现与服务。英国国家图书馆即结合馆藏中的一

些珍贵古籍画卷，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作解说讲座，推动了其特藏

资源的知识普及及利用。

3、开展个性化讲座信息精准推送服务

随着文博机构对于文化推广、公民科学素养教育的不断重视，同时为了满足不同层次读

者的需求，各馆讲座活动数量不断增加，各种社会机构的讲座活动也层出不穷。这给读者获

取真正需要的讲座信息带来了不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读者准确捕获其感兴趣的讲

座信息成为了可能。建议我馆信网部加强技术创新，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背后强大的大数据分

析技术，精准捕捉读者对讲座内容的倾向和个性化偏好，结合重要的讲座信息构建合理的推

荐算法，继而基于社交网络平台向读者定期编辑整合推荐个性化、定制化的讲座信息，增强

读者对讲座品牌的粘度。

4、促进讲座文化资源共享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要有效地整合讲座资源，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资源的共

享，进一步丰富讲座资源，提升讲座资源库的存储量。借助网络平台的力量，提高讲座信息

资源的可见度，扩大讲座品牌影响力。在共享公益性讲座的背景下，偏远地区的人们可以利

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观看公益性讲座视频，享受到大城市讲座的服务。真正做到让优秀

的文化资源实现共享，惠及更多民众。

5、寻求与社会力量的合作

《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在资金和技术、人力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图书馆大可联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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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一方面对文津讲坛现有设施进行淘汰升级，合力探寻构建新时代条件下的新型讲座模

式；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等渠道对优秀的讲座内容进行传播和再加工，让讲座内容

成为线上线下的共享资源，使更多的读者得到熏陶和感化。如上海图书馆“上图讲座”与喜

马拉雅合作，在该平台上开设“上图讲座——名人演讲集”节目，上传讲座音频，点击量已

超过 736.1 万人次（截至 2019 年 11 月 3 日），大大提升了讲座的传播力。图书馆和社会力

量团结起来，利用互联网构建虚拟的学习空间，使知识传递效能最大化，从而实现图书馆“以

文化人”的目的。

图书馆各项服务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一场有影响力的讲座，它的成功不仅仅在于讲座本

身，更应该融合图书推介、展板展览、参观活动以及新技术体验等服务，用讲座带动展览和

阅读，以展览、书目推介来不断扩充讲座内容，使读者全面获得视听、阅读、欣赏等新体验。

希望图书馆各部门、各兄弟图书馆以及社会力量能团结起来，互为作用、同心协力，共同推

进文津讲坛讲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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