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讲座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好形式 
 

邓文宽 

 

我讲两点想法： 

第一，高校古委会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这样的学术讲座，是对文化事业的重要贡献。

作为主办单位来讲，是他们的责任之一。对专家学者来讲，应该看作是他们的个人义务。我

承担了其中的一讲，作为专业工作者，我把在国图做讲座当作自己的义务。 

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所工作的人与大学的教授是有区别的。大学教授很重要的一项

工作是面对学生，但研究所里的研究很多时候是手工作坊，个人干个人的，写出的东西能交

流的范围很小，也就十个、八个人。我长久以来做敦煌吐鲁番的研究工作，一些敦煌吐鲁番

学界的朋友跟我讲，老邓，你写的东西我们看不懂，的确太专业化了。这样把学术活动和内

容限定在很小的范围里，有积极的一面，国家总要有这样的文化研究工作。但是不能把高雅

的东西永远束缚在象牙塔里，应该走向大众，通过这个系列讲座给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一个

机会，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广大听众进行学术交流，使更多的人知道专家学者在做什么。更

重要的是知道我们某一方面的文化成就，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内容需要了解。国

家图书馆组织这样的学术活动，意义非常大。 

    我有一个感觉，每一次走到国家图书馆总觉得很肃穆、很庄严，因为世俗生活物化得太

严重了，很琐碎，甚至是内耗的，让人心里很烦。进了国家图书馆的大门，就觉得很神圣。

国家图书馆应该是学术的殿堂、知识的宝库，也应该是大众文化传播的阵地。大英图书馆在

国际上非常出名，我相信中国国家图书馆把各个方面的功能都发挥出来，他的社会地位和声

望都会提高。所以在亚洲这块土地上，中国国家图书馆也会象英国图书馆那样有名。我希望

这个活动继续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就是文化和科学知

识的传播应该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之一。比我老的和象我这个年岁

的人都记得，70 年代周总理曾宣布过，

中国走向现代化主要是四个内容，工

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当时是用

很豪迈的口号提出来的。几十年风风雨

雨，改革开放进程之后，我们终于对现



代化有了新的认识。简单地说，现代化恐怕不限于上述科学技术范畴，应该是全方位的，包

括人文和社会的现代化。著名的散文作家余秋雨，最近在欧洲走了一些国家，新出了一本书，

叫《行者无疆》，对东西方文化做了很多比较。我想为什么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应该把人文

和社会的现代化作为重要内容对待呢？我们只要留心一下周围的情况，就会有所感受。在法

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包括中国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突出的感觉就是很清净，工

作人员做事都是轻手轻脚，尽量不妨碍别人。但是我在北京，应该是国家最有文化的地方，

常让人觉得很遗憾。国家级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聊天，说俗话，连家里的事都聊，根本不考

虑读者是不是在看书。新华书店应该是很安静的地方，但工作人员常常目中无人，随便扯天。

季羡林先生曾在德国留学十年，他讲德意志民族有个很好的习惯：做事很安静。我们汉民族

喜欢说话，我也不反对，但要选一下场合。在文化学术场合就不宜不管一切地聊天。应该相

信，这些人都是好人，我认为他们不是坏人，但问题是素质需要提高。我刚才讲的工作人员，

包括我自己也需要提高。比如，在国外办事，人家有个习惯叫一米线，要与第一个人保持一

定的距离。对前面人的隐私要尊重。他和工作人员讲什么，他的银行帐号、信用卡之类的，

要回避、尊重就要保持距离。但我们到哪里都是拥挤，没有这个习惯，不自觉地靠到柜台去

了，遭人白眼。回来后心里很难受，想我是这么没有教养吗，似乎还不至于，关键是没有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所以国民素质的提高，不但是别人，也包括我自己。记得哲学家康德说

过，启蒙运动最大的成就是把理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说欧洲人经过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使他们走向现代化的话，我想中国今天也是在补这一课，关于人文素质的提高、

理性的增强，也是应该补的内容之一。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我们民族文化是很古老的，有

几千年文明，但我们的行为、做法却很幼稚。60 年代，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很多

同志可以不在家里休息，不做家务，在马路边上拿着气筒等别人自行车没气时给人打气。这

当然是好事。但为什么走向商品经济时代时一下就变得非常物化，缺少理性，似乎精神生活

可以不要？为什么一个古老民族在行为方式上显得非常幼稚？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

想如果我们要想让我们的心理成熟起来，必须在这方面补课，这个任务就包括通过学术讲座、

科普讲座、文化传播等各种形式，使我们国民素质得到提高。当然提高不只是说别人，包括

我本人在内，所以我希望讲座和其他方式的文化传播都能开展起来，我相信能取得很好的成

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