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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中前行的 “陕图讲坛 ”
———陕西省图书馆开展公益讲座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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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梳理了陕西省图书馆 “陕图讲坛 ”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 总结 “陕图讲坛 ”作为公益讲座对图书馆工作

及地域文化建设的作用 , 并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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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 rocess of Shaanxi L ibrary Forum,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 and its role, as

a form of public lectures, in library work and reg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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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讲座是一种传播知识、交流思想的有效方式 ,

日益受到各大公共图书馆的重视和青睐 , 正以其影响力

强、涉及领域广、内容丰富等特点倍受广大读者的青睐。

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将目光投向公益讲座 , 重视

公益讲座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国家图书馆的 ‘文津

讲坛 ’、首都图书馆的 ‘北京历史文化科普讲座 ’、浙江

图书馆的 ‘假日讲座 ’、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的 ‘传统文

化讲座 ’、山西省图书馆的 ‘文源讲坛 ’、深圳南山图书

馆的 ‘博士论坛 ’等 , 个个办得有声有色 , 且规模不断

扩大。上海图书馆的 “上图讲座 ”开办 26年来 , 面向社

会已举办各类讲座超过千场 , 听讲人数超过 78 万人

次 ”[ 1 ]。

“陕图讲坛 ”是陕西省图书馆举办的公益讲座 , 与上

述颇有影响力的讲座相比 , “陕图讲坛 ”尚为稚嫩 , 然而

其发展规模不容忽视 , 发展轨迹值得重视 , 同时也存在

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

1　“陕图讲坛 ”的发展历程

陕西省图书馆举办公益性讲座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 ,

此时主要针对社会教育开办讲座。新中国成立以后 , 陕

西省图书馆也举办过许多辅导性的讲座 , 但都未能形成

气候。2001年陕西省图书馆新馆落成 , 是年 8月会议展

览部成立。该部门的成立意味着陕西省图书馆将展览、

讲座等业务正式列入本馆工作日程 , 也为日后 “陕图讲

坛 ”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

陕图会议展览部不定期地开展各类展览及讲座活动。直

到 2005年 , 在人力、物力和资金允许的情况下 , 陕图会

议展览部组织专门的人力 , 把创办公益性讲座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来进行。在过去的五年里 , “陕图讲坛 ”的发展

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11　探索阶段

2005年 3月至 2006年 9月 , 为 “陕图讲坛 ”的探

索阶段。在此期间 , 陕西省图书馆与陕西省社会科学联

合会联合举办系列报告会。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 利用五

·一劳动节、国庆节、春节等节假日及馆内举办的全民

阅读活动 , 开办讲座 20余场 , 讲座内容涉及阅读求知、

文学创作、人文历史知识、心理健康教育、法律知识等

方面 , 使得陕西省图书馆的公益讲座拥有了一批固定

听众。

112　独立尝试阶段

2006年 10月至 2007年 5月 , 为 “陕图讲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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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尝试阶段。陕西省图书馆和陕西省社科联正式签

订合作协议 , 双方分别以 “陕图讲坛 ”和 “三秦社科

讲坛 ”为报告会活动命名 , 每两周举行一场报告会 ,

时间固定在周六 14: 30。由此 , “陕图讲坛 ”有了较

为独立、规范的组织模式 , 以及固定的讲座时间 , 更

便于读者参与听讲。在节假日和全民读书月活动期间 ,

也相应增加了讲座场次。这样 , “陕图讲坛 ”拉近了

读者、听众与讲师、专家们的距离 , 为读者提供了更

多的交流学习机会。

113　制度化实施阶段

2007年 6月至今 , 为 “陕图讲坛 ”的制度化实施阶

段。随着馆际交流活动的增加和图书馆事业越来越受社

会的重视 , 举办公益讲座更成为各大公共图书馆加强建

设的工作之一。“陕图讲坛 ”也得到馆领导的关怀和指

导 , 2007年经过改革 , 陕西省图书馆会展部安排专人专

门做 “陕图讲坛 ”的策划和运作工作。经过努力 , “陕图

讲坛 ”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策划方案 , 并对全年的讲座

选题、讲座时间、地点做出计划 , 自此 “陕图讲坛 ”彻

底摆脱了以往依附性、偶然性的尴尬局面 , 真正步入了

有计划、有步骤的可持续发展阶段。“陕图讲坛 ”每周六

举办一场 , 如逢妇女节、建军节、中秋节等国内外重要

节日、纪念日 , 则在当天举办 ; 每场讲座时长 2小时 ,

并留有 15分钟供听众提问、讲师解答的互动时间 ; 讲座

地点以陕西省图书馆的多功能厅为主 ; 讲座内容按主题

分为时事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法律、文学艺术、历史

考古、民俗信仰、科学普及等系列。

2008年 “陕图讲坛 ”取得一定的成绩 , 全年举办讲

座 67场 , 总计听讲人数约 15099人 , 平均每场约 240多

人 , 满座场次占总场次的 51%。按听讲人数多少排列 ,

历史考古类、时事政治类讲座听众人数居于前列 , 平均

每场超过 300人 ; 文学类、社会教育类讲座 , 平均每场

260人左右 , 到场人数居于中间水平 ; 艺术类、医疗保健

类听众较少。根据以上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陕图讲坛 ”

听众所关注的话题具有一定的特点。相对而言 , 与人们

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教育、法律、文学等方面的讲座

倍受听众青睐。有时还会出现全场爆满甚至听众席地而

坐的场面。“陕图讲坛 ”强调以普及文化知识为主 , 着力

开展人文社科、文艺欣赏、法制、科技卫生等基础知识

的普及工作 , 这正是对我国 “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

划的体现和落实。

2　“陕图讲坛 ”的实践意义

“陕图讲坛 ”作为一种免费的教育活动 , 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应。长远来看 , 它对图书馆工作以及地域文化

建设工作具有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

面。

211　充分体现了现代图书馆 “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要求其用 “以人为本 ”的理

念为大众提供服务。“陕图讲坛 ”话题丰富 , 信息量大 ,

内容贴近人民生活 , 能满足听众不同层次的需求 , 如社

会教育类讲座 , 涉及我国社会保障问题、奥运会、高考

心理咨询、现代女性职场礼仪等 ; 经济法律类讲座 , 选

题涉及改革开放、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形势、消费者权

益法、婚姻法等内容。这些讲座不但有对国家宏观政策

方针的解读 , 也有对人民生活的悉心指导 , 满足了不同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听众的需求 , 逐

渐成为人们的精神文化大餐。

《国家 “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 , 要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的原则 , 弘扬主旋律 , 提倡多样化。”[ 2 ] “陕图讲坛 ”作

为公益讲座 , 具有丰富性、引导性和时效性的特点 , 能

向听众提供大量实用性、知识性的信息 , 介绍多学科领

域的知识 , 一方面体现了 “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和深

厚的人文关怀精神 , 另一方面增强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

教育职能 , 符合新时代赋予公共图书馆的要求和使命。

正如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 ( 2008) 》所说 ,

“图书馆是通向知识之门 , 它通过系统收集、保存与组织

文献信息 , 实现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社会功能。现代

图书馆秉承对全社会开放的理念 , 承担实现和保障公民

文化权利、缩小社会信息鸿沟的使命。”[ 3 ]作为公益讲座 ,

“陕图讲坛 ”不但打开了知识之门 , 而且还请来老师把知

识直接传输给读者 , 这不能不说是对现代图书馆 “以人

为本 ”服务理念的充分体现和诠释。

212　对陕西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公益讲座是公共图书馆探索出的一种新型文化服务

模式 , 它突破了图书馆长期以来以文献服务为主的传统

模式 , 注重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

合 [ 4 ]。“陕图讲坛 ”依附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陕西 ,

我国周秦汉唐的历史文明在这片厚土上赓续绵延。这种

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为 “陕图讲坛 ”提供了知识背景 ,

加之 , 古都西安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云集 , 又有众多学

者、文化名流在此工作生活 , 他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 , 愿以提升社会大众修养为己任 , 愿将自己的思考和

见解与广大听众一起分享。陕西省图书馆建立了 “陕图

讲坛 ”讲师数据库 , 以陕西本地各界精英为主要选择对

象 , 根据讲座需要与其联系、沟通 , 策划讲座选题。客

观的人文条件为 “陕图讲坛 ”发挥地域优势储备了充分

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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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讲座中有一部分讲座内容 , 构成了陕西本

土文化系列 , 如 2007年举办的 《唐诗艺术价值的现代阐

释 》、《白鹿原与中国乡土文化 》、《陕西古代陵墓制度 》、

《中华古都长安 (西安 ) 的辉煌 》、 《秦始皇的先辈 》、

《“吼 ”出来的精粹 ———秦腔 》等 , 无论是对唐诗文学价

值的展现 ; 对历史古制的追溯 , 还是对地方艺术的剖析 ,

无不令人耳目一新 , 帮助听众和读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

认识源于陕西这片热土的历史文化以及文明。2009年

“陕图讲坛 ”将沿此思路 , 陆续开展 “陕西帝王陵 ”系

列、“三秦风貌 ”系列等具有陕西风情的特色讲座 , 如

“丝绸之路 ”、“陕西商帮 ”、“长安道教 ”、“西安事变 ”

等也将成为选题对象。这类讲座在立足于普及知识的基

础上 , 将进一步彰显陕西地域文化特色。

除此之外 , “陕图讲坛 ”还将充分利用本馆知识资

源 , 尤其是运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开发的专题数据库以

及参考咨询部定期发布的专题材料 , 选择其中倍受市民

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 如政府工作概要、陕西文化动

态等 , 以其作为参考策划讲座。这些讲座将从内容上构

成一道亮丽的陕西地方文化风景线 , 它们将被制成光盘 ,

上报文化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办公室 , 以便让更多

的读者、听众有机会获得相关的知识 , 这将有助于彰显

陕西地域文化的影响力 , 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

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越是耳濡目染者 , 越是容易被

忽视 , 然而通过 “陕图讲坛 ”这一窗口 , 各领域的专

家学者带领读者理性、知性地领略陕西丰富的文化遗

产 , 重新体会本省的地域文化内涵 , 并对继承保护、

开发利用陕西文化资源建设以及研究都会产生一定的

促进作用。

3　对发展 “陕图讲坛 ”的思考

“陕图讲坛 ”诞生至今不过短短五载 , 它的成长我

们有目共睹 , 然而 ,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若

能放开视野 , 博采众长 , 发挥本地资源优势 , 采用多元

化方式 , 将其打造成本地所特有的、有影响的公益讲

座 , 这对文化事业发展无疑是一项长远有益的工作。就

“陕图讲坛 ”的现状而言 , 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加强和

完善。

311　采取多元化的形式举办讲座

“陕图讲坛 ”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 主要设在陕西省图

书馆多功能厅和报告厅。据统计 , “陕图讲坛 ”的听众多

为本馆读者 , 以及在附近工作、学习、生活的市民、学

生等。受人力、财力、物力等因素影响 , “陕图讲坛 ”讲

座形式较为单一 , 因而导致了普及范围较为有限的局面 ,

这是 “陕图讲坛 ”现存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固定的场

所固然有利于新老读者有计划、有选择地按时参与、听

讲 , 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未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引

起多层次群众的关注。

如果采取多元化的形式举办讲座 , 则能缓解这一问

题 , 如开发流动式讲座 , 让讲坛 “走出去 ”, 送知识服务

下乡、进入社区、进入学校 , 这将会引起多层次群众的

关注 , 能有效地增强 “陕图讲坛 ”的社会影响广度和深

度。四川图书馆举办的 “巴蜀讲坛 ”为我们提供了成功

的先例 , 自其开展以来 , 已先后在四川省仪陇、南充、

成都、万源、汶川、广汉、绵竹、安县等地现场举办过

大型讲座 20余场次 , 各种小规模的讲座、座谈会、书友

会十余场次 , 累计已达 35场次 , 听众已达 10万余人次 ;

先后走进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军营、学校、基层

图书馆、灾民安置点 , 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省文化厅有关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精神 , 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 把科学文化知识送到

普通老百姓的家门口 , 让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学习科普

知识和实用技术 , 因此受到基层干部、武警战士、青年

学生、社区居民的普遍欢迎 [ 5 ]。“巴蜀讲坛 ”在四川省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 其 “走出去 ”的讲座模式、形式

不拘的讲座规模以及深入民间、走入基层的务实精神值

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让公益讲座 “走出去 ”打破了传统

图书馆为特定读者群服务的模式 , 能更广泛地吸引更多

的读者得以受益。

312　丰富讲师队伍 , 开发多层次讲座

“陕图讲坛 ”的讲师以本省各界的专家、精英为主 ,

其个人修养、知识储备、观察视野有一定的优势 , 然而

其思考和见解带有精英知识分子的思维特点 , 若能引入

其他力量 , 则会丰富讲座内容、带来多角度的思考。如

天津图书馆的 “文化大讲坛 ”邀请社会名人担任主讲 ,

使一大批文化艺术界、学术界、高等学府的知名专家学

者成为天津图书馆的座上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

济 , 著名作家王蒙、苏叔阳 , 漫画大师方成 , 舞蹈家陈

爱莲 ,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 , 指挥家卞祖善 , 著名

电影导演丁荫楠等 , 都先后成为 “文化大讲坛 ”的主讲

人。请社会名人做讲师 , 不仅带来了独具魅力的思想光

辉 , 还有他们自身的传奇经历和厚重的人生轨迹 , 也是

一笔精神财富 , 听众从他们身上除了获得知识以外 , 还

额外收获了一份对生活的信念和力量 [ 6 ]。“文化大讲坛 ”

的主讲人 , 既有天津本地的 , 也有自北京等地而来的。

“陕图讲坛 ”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 , 也可以尝试突破地域

限制 , 邀请异地专家来做讲座。策划者可提前关注本年

度在地区召开各类学术研讨会、报告会的消息 , 以便适

时邀请享誉全国的专家学者来 “陕图讲坛 ”客座 ,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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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丰富讲座内容 , 又能为陕西的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

在主讲人方面 , 一方面加强讲师队伍的建设 , 另一

方面开发不同类型的多层次讲座 , 从主客体两方面来着

手加强 “陕图讲坛 ”建设 , 定会取得更大的效果。上海

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 它起步于 1978年 ,

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 近年开辟了 “院士讲坛 ”、“国际科

学家讲坛 ”、“青年讲坛 ”、“学生讲坛 ”、“新世纪论坛 ”

等一大批的新兴品牌讲座。“陕图讲坛 ”也可以利用本

馆馆员自身的知识资源开发有特色的 “馆员讲坛 ”, 针

对读者近期关注的话题或阅读热点开设讲座 , 并与读者

构成互动 ; 还可以邀请个别读者来当讲师 , 开发 “读书

说书 ”的讲座。例如 , 每月推出读书活动 , 通过本馆网

站这一平台征收读后感、读者评论 , 从中选择有代表性

的文章 , 并邀请其作者构成一个读者讲座团体 , 开展每

月的 “读者说书 ”讲座活动 , 这样能带动读者的参与性

和积极性。

邀请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员走上讲台 , 既能增

强 “陕图讲坛 ”的丰富内涵 , 增强 “陕图讲坛 ”的公益

性和公众参与性 , 又能更加贴近大众 , 发动大众亲身参

与公益讲座 , 提高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 丰富个人知识 ,

带动群体参与文化建设事业。

313　扩大宣传途径 , 加大创办品牌讲座力度

目前 , “陕图讲坛 ”全年的满座场次超过 50% , 每逢

周六下午或其他 “陕图讲坛 ”举办的日子 , 陕西省图书

馆便会人来人往 , 较往常喧闹一些 , 但是 , 这不能说

“陕图讲坛 ”已经拥有足够的社会效应。

“陕图讲坛 ”的宣传目前以本馆为主 , 主要在馆内

和本馆网站作节目预告 , 也采取了读者电话咨询等方

式。这些途径有一定的局限性 , 宣传范围小 , 受众群

体十分有限 , 因此 , 要寻找多途径的宣传方式 , 让更

多的群众、读者了解 “陕图讲坛 ”, 走近 “陕图讲

坛 ”, 使其成为具有陕西特色的文化品牌。例如 , 与本

地电视台、广播电台、知名杂志、报纸等联合举办专

栏节目 , 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宣传公益讲座 , 向广大群

众推介 “陕图讲坛 ”内容 , 这对于提高 “陕图讲坛 ”

的综合社会效益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既能增

进图书馆与社会的互相了解 , 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图书

馆阅读或聆听讲座等 ; 又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 引

导群众建立正确的阅读方向 , 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

展 , 带动构建阅读社会。

陕西省图书馆作为省级公共图书馆 , 对本省地、县、

区的图书馆事业具有指引作用 , 应该发挥其指导性。“从

一个地区来讲 , 省馆是处在这样一种上下贯通、纵横连

接的枢纽位置上 , 起着业务交流中心的作用。”[ 7 ] “陕图

讲坛 ”除了注重建设发展自身以外 , 还应在全省树立典

范 , 联合和带动地市图书馆开展公益讲座 , 推进本地区

公益讲座事业的发展。公益讲座是一项较为崭新的图书

馆业务 , 在发展本馆公益讲座的同时 , 把自己的经验传

授给本省各地、县图书馆 , 并带动本省公益讲座的发展 ,

这将对本地区的大众普及教育 , 以及对在全省范围内推

动读者精神家园的建设大有裨益 , 最终将会加快阅读社

会的形成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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