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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传播高品位中华文化的新园地※

———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4年回顾

蔡 萍

2001 年 1 月 1 日，国家图书馆分馆重新开馆，文津讲坛在分馆开坛讲座。第一讲是西

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主讲《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

“历史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的文化理念，将贯穿讲坛始终。

2002 年 1 月 1日，国家图书馆分馆重新开馆一周年，文津讲坛成功举办了第 100 期讲

座，同时举行《文津演讲录》系列图书第一辑首发式。

2003 年 1 月 1日，文津讲坛两周岁生日。这一天，文津讲坛正式挂匾，并举行了隆重

的揭匾仪式。

从此，文津讲坛确立了自己大历史大文化系列讲座的品牌，开启了文化讲座的新篇章。

2004 年 1 月 1日，是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开办第 4年伊始，举办了她第 200 期讲座暨

回顾展开幕式。

四年来，文津讲坛共举办文史、政经、音乐、建筑、书法绘画、文博考古等各个领域的

讲座 240 多场，结集出版了系列图书《文津演讲录》四册，听众达 4万多人。到国图听讲座，

已成为京城百姓提高文化生活质量的好去处。文津讲坛作为国家图书馆的文化品牌，充分发

挥自身的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职能，让广大读者听众能亲眼目睹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们的气

质风采，亲耳聆听他们学养深邃的精辟见解，还能向他们当面请教，解惑释疑。正像《虹》

杂志主编曹作兰代表读者所说的：“在这里(文津讲坛)没有推销，没有炒作，是一块文化的

净土和圣地。”全国人大团委书记张宏先生更是语意真切地说，文津讲坛的讲座“全方位、

多角度地传播文化信息，改变了长期形成的图书馆即藏书楼的观念，扩展了图书馆在知识经

济时代的文化功能，充分体现了馆领导的发展眼光和学术气度，也充分表现了全体工作人员

的改革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识”。文津讲坛被文化部定为有特色的文化工作之一，并拨

专款对文津讲坛的相关设备进行更新与充实。讲座的实践告诫我们，坚守这一舆论阵地，坚

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先进文化的传播，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民族复兴的必然。

※原文刊于《贵图学刊》2006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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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津讲坛的理念和品牌

近百年来，文津楼吸引了众多学人、学子在此焚膏继晷、白首穷经。今天，她以自己的

魅力，成为文津讲坛文化品牌硬件的外在形象。文津讲坛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彰

显和培育“爱国至尊”、“爱国至贵”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增强民族凝聚力为目的，

注重不同层面读者听众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主讲内容具有思想性、学术性、综合性和普

及性。

文津讲坛坚持“高品位、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化精神，号召、吸引和凝聚了京城内外

老中青三代学人，前来演讲的学者中，历史和考古界的先生有何兹全、邹衡、徐苹芳、李学

勤、王晓秋、李伯谦、殷玮璋、王宇信、杨鸿勋、裘锡圭、李文海、陈高华、来新夏、龚书

铎、宁可、朱凤瀚、王震中；文化艺术界的先生有文怀沙、启功、华君武、方成、周汝昌、

叶嘉莹、英若诚、王蒙、袁行霈、柳鸣九、袁良骏、张玉书、乐黛云、闻立鹏、李致忠、徐

世澄、王镛、严良堃、秋里、刘诗嵘、吴祖强、卞祖善、郑小瑛、胡德风、韩美林、李璠、

陈长林、李祥霆、蒋巽风、钱满素、陈平原、周维、韩毓海；文博界的先生有朱家溍、杨伯

达、杨新、孔祥星、杜廼松、罗哲文、王启泰、史树青、吕济民、孙机、杨臣彬；哲学社科

界的先生有任继愈、汤一介、庞朴、钱逊、叶朗、方立天、方克立、叶秀山、楼宇烈、张立

文、葛荣晋、陈来、周国平、葛兆光、郑家栋、陈筠泉；经济学界的先生有厉以宁、董辅礽、

萧灼基、吴敬琏；以及其他各界知名学者白春礼、何祚庥、江平、柳传志、施用海、王通讯、

何传启、梁从诫、赵忠贤、吕敏、吴新智、秦伯益、郭耕等先生。他们不仅代表着各个学科、

各个文化层面的学术水准，也代表了文津讲坛的文化品位。

学界前辈传道授业，说古论今；学界后生，风华正茂，独领风标。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

读者更是不管风吹雨淋，酷暑严寒，都会提早赶到会场，或占一桌一椅，或席地而坐，高师

演讲，他们静心凝神，谦恭有加，惟恐漏听漏记。每当先生走下讲坛，立刻被听众里三层外

三层地围在中间，先生顾不上讲座后的口干舌燥，继续为求知学子解难答疑，签名留言。文

津讲坛已成为人们追求新知识，渴望真善美、净化心灵的一块绿地。听众几乎众口一词：“专

家学者带给我们的知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广博学识，让我们感到震

撼。”正像一位学者的留言：“天禄石渠，如入宝山”。

有一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小井村的普通农民苏景生，今年 69 岁，是 50 年代的高

中毕业生。改革开放后，成为京郊农村有名的“养殖大王”。平时一有机会，他就来文津讲

坛听专题学术讲座。当他得知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资深农村问题专家吴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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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来分馆“再谈‘三农’问题”，他便从京郊早早地赶到了。有人问苏景生老汉：“您这

大岁数了，为啥不呆在家里享清福，还要大老远的跑来听讲座?”他的回答是：“不是常说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吗？我虽然年纪大了，但现在正好有了空闲时间，我要通过听一些专家、

学者的讲座，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学到更多的新知识。必要时，还能帮助乡邻们办点事呢！”

2、文津讲坛的社会认同

国家图书馆创办的文津讲坛讲座历经短短四年，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和产生的效果，已

远远超出她创办之初的预想。四年来，讲座几乎座无虚席，有时会出现无处下脚的爆满场面。

如：张岂之《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下的中华文化定位》、方立天

《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钱逊《儒学与人生》、陈来《儒学“礼”的观念与

现代世界》、启功《清代学术问题私见》、朱家溍《清代礼俗》、任继愈《中国历史的曲折

前进》、周汝昌《从中华文化看〈红楼梦〉》、何祚庥《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李学勤《夏

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成就》、王震中《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邹衡《中国

文明的开始》、李伯谦《从考古学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形成》、萧灼基《发展是中国经济的主

旋律》、厉以宁《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董辅礽《发展中国私营经济问

题》、王蒙《〈红楼梦〉纵横谈》等等。

文化需要继承的是它的核心和灵魂。渗透在各种文化形式里的，让中华民族历久远而不

衰的雄厚的文化底蕴，参加讲座的先生们无一例外地向我们阐述了这一民族精神。应该说，

我们现在的社会很需要这样的讲座和这样的公众知识分子，社会大众发自内心的欢迎他们。

而文津讲坛正是顺应了广大公众渴望知识分子走向社会大讲坛这一社会需求，使知识分子跨

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在更深广的知识背景里建构自己的学术，寻求更开放、更丰富的精神支

援，培育起更博大的人文关怀、更深厚的知识根底，让自己的学术超越学科的界限，把知识

转化成生产力，使之变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产业，在更广阔的领域里产生效应。应该

说，在知识分子引领公众学习的过程中，听众读者群中确实少了些浮躁，多了些理智。正如

许多读者反映的，“听讲座让我们找到了一种有价值的消费方式”。因此，国家图书馆文津

讲坛举办大历史大文化讲座，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上都起到了正视现实、促进社会舆论向

正确方向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办讲座是个好形式，特别是文津讲坛揭牌

以后，应该向更高层次迈进，增加讲座内容，提高讲座质量。用讲座这一形式，完善国家图

书馆宣传教育职能，让每一位国民把读书、求知、求真当作自觉的追求，营造一个真正的书

香社会。

3、文津讲坛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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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极具个性的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异域文明所产生了巨大影

响。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古文化最早传入的就是东方的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东亚和东南

亚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地理的关系，在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直到风俗习惯、

社会风貌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许多学者把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

响的朝、日、越等国家划在一起，统称为“中国文化圈”，或称“汉文化圈”。

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不仅给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巨大影响，而且西传

欧洲。公元 9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意大利。马可·波罗在元朝做官十

七年，回国后，著述了《马可·波罗游记》。至此以后，中国各类文化典籍相继流转或被翻

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北欧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

收有中国大量的古籍和各类文物。另外，因中国东晋的《女史箴图》、唐代的《历代帝王像》

和《送子天王像》等重要美术作品流寓西方，而使西方画坛感染上中国画风；甲骨文片和敦

煌经卷与壁画被盗西方及日本，而成为世界两大显学；《周易》对天文、历法、数学、史学、

文学、医学、政治、伦理、乐律、建筑和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而受到西方各国的极大关注；

古典诗词的文采和魅力在东亚各国曾一度成为人人追求的风雅。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的政治经

济与文化曾令许多异域民族叹服不已。

中国优秀文化和文明精神的传播，让文津讲坛充满了活力。读者神情庄重和心藏渴求的

眼神告诉我们：他们对中华文化大历史和对民族大文化有着沉甸甸的责任感，大家希望文津

讲坛守好这份基业，创造出新的辉煌。

4、文津讲坛中的世界精神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光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放眼世界，放

眼未来。文津讲坛在讲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传播世界文明融汇其中。卞祖善先

生的《怎样欣赏交响乐》《第三流派在中国》《芭蕾名作欣赏》《维也纳音乐会欣赏》等讲

座，郑小瑛先生的《柴可夫斯基与他的悲怆交响曲》讲座，刘诗嵘先生纪念意大利著名作曲

家威尔第的五次讲座，黄晓和先生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讲座，严良堃先生的《如

何欣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讲座，吴祖强先生的《融汇东西、结合古今》讲座，向听众

介绍了西方文化。著名学者柳鸣九先生在演讲《雨果的文学业绩与人格魅力》时，特别提到，

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举办世界历史文化讲座，代表了我们民族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达到的

文明化程度和对世界文化持有的成熟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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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使得世界文化丰富多彩而富有

生命力，成为人类文化发展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化的借鉴与融合也是世界历史

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任继愈先生说：“文化有持续性的特征，它没有‘暴发户’，没有哪一个国家一天之内

可以成为文化大国。”要把文津讲坛办成传播高品位中华文化的新园地，成为社会大众提高

文化品位、完善知识结构的大课堂，培养具有“文化自觉”的公众，需要长久坚持、薪火相

传，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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