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向学术殿堂的一把金钥匙 

——对善本部星期日讲座的点滴体会 
 

善本特藏部典藏阅览组  王荣民 

 

    善本部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星期日系列讲座到目前已经 50 余期了！在社会上引

起很大反响。这个讲座，打破了传统的由读者上门查阅、借借还还的一惯做法，利用我馆良

好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请博学多识的专家、学者亲自莅临演讲，不仅发挥了图书馆

社会教育的职能，加强了文化交流与传播，沟通了读者与学者之间思想联系，而且树立了国

家图书馆为读者服务工作的良好形象。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是国家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提高整个中华民

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场所。现代化图书馆就是应该让公众把它当作科学教育场所，当成学

术交流与传播的课堂，当成人才荟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学府。因此，我部主办的这个学

术系列讲座真正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需求。前来聆听讲座的学子们无不深情地对我工作人员说

道：“感谢您们的辛勤工作！感谢图书馆给予我们如此好的学习机会，使我们受益匪浅！希

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祝‘典籍与文化’讲座越办越成功！”还有一位读者在留言薄上这

样写道：“专家的讲解深入浅出，更使我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了解，使我更爱具有深厚文化

底蕴的祖国”。读者的赞扬说明我善本部这项举措是非常得民心的，它真正为引导人们走向

知识的殿堂打开了方便之门。 

遗憾的是，每当到了星期日这个闲暇之日，我总把时间消磨在消闲和家务上，所听寥

寥数次，而大多时未能聆听受教，以致错失良机。虽然所听有限，但那些学者们精深的论辩

及生动活泼的场面，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程毅中先生的《明代小说的盗版与伪托》使自己

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及版本情况有了清晰的了解；方广锠先生的“敦煌遗书废弃说”不仅让我

们了解到敦煌文化辉煌灿烂的过去，而且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文化、军事都有了一个全

面的认识；赵其昌先生的《风雪定陵》把听众又带回到开掘中国皇陵时那激动人心的日子，

我仿佛看到和嗅到了500百多年以前万历皇帝隆重下葬的场景及500多年以后陵墓中所散发

的一股股的霉气！王其亨先生《样式雷图档——清代建筑工程的传世绝响》不仅使自己深深

折服于中国古代建筑师超凡的智慧，同时也对书库所保留的样式雷档案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对雷氏家族的兴起、发展及衰落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王春瑜先生的《中国反贪史》



让我感觉到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反贪键儿正迈着雄键的步伐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清与贪、

正与邪的斗争在中国数千年的社会中从未停止过……专家精辟的论述是他们多年心血的结

晶，能把他们请来现场讲座，让我们面提耳受，实在是我们的荣幸，他们不仅把听众的思想

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帮助人们打开了的眼界，让听者在广袤的知识原野上恣意浏览，并且

给了我们一把金钥匙，为我们敞开了知识宝库、学术的殿堂。但是这钥匙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的。想来也是很惶愧。记得高尔基曾说过这样的话：“时间是最公平合理的，它从不多给谁

一分，勤劳者能叫时间留下串串的果实，懒惰者只能让时间留给他们一头白发，两手空空。”

中国也有一句古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是的，你看那些专家、学者哪位

不是寒窗苦读，在寂寞的知识原野上勤奋耕耘的莘莘学子！今天，善本部举办的学术讲座等

于让我们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借助前人心血结晶这副望远镜迈向学术的台阶，而自己却蹉跎岁

月……，我决心一扫自身的惰性，克服老化的自卑心理，让自己勤奋起来，借助讲座带来的

金钥匙走入知识的殿堂！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善本部的这个创举和善举如同涓涓甘泉永不间

断，让所有渴求知识的人都能享受讲座给带来的无穷甘露。 

根据有的读者建议和自己的感受，希望今后的讲座内容：一、能以时间为经、以事件

为纬，结合各个时期的经典著述进行连贯性的学术讲座。二、结合善本部所藏的珍本、秘本

请专家进行有关版本学和目录学方面的讲座。三、对于重要人物的著述进行专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