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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的探索 

—以浙江图书馆实践为例 

陈瑛 

（浙江图书馆  浙江  杭州  310007） 

【摘 要】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各地图书馆讲座工作发展出现较大差异，存在讲座资金不足、讲师

资源匮乏、讲座流程不规范、讲座周期不规律、后续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浙江图书馆牵头组建的全省公共图书馆讲

座联盟整合讲座资源、统筹讲座资金、培养专业队伍、谋求共同发展，在促进全省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发展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能够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些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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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适应读者需求，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纷纷开展公益文化讲座活动，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也受到社会各界的

欢迎和赞誉。但是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各地图书馆该项工作发展出现比较大的差异，存在讲座资金不足、讲师资

源匮乏、讲座流程不规范、讲座周期不规律、后续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浙江图书馆牵头组建的全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的实践，

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新的发展思路。 

1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基本情况   

以 2000 年和 2009 年浙江省 93 个公共图书馆讲座的开办情况、场地情况、资金情况、人员情况等调查入手， 介绍浙江

省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的进展（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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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与 2000 年相比，目前浙江省开展讲座工作的图书馆数量增多，这与 2000 年以来许多市、县级图书馆建设或

改建报告厅、提升服务理念、获得经费支持等是密切相关的。开展讲座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增加，这是可喜的一面，但喜忧参半，

仍有 41% 的图书馆没有正常开展讲座工作，而且已经开展的讲座场次及频率参差不齐（全年举办讲座 48-72 场次的图书馆有 7

个、12-47 场次的图书馆有 22个、场次不定期的图书馆有 26个），举办讲座的理念、规模、经费、场地、讲师资源等方面存在

差异和不足。因此，需要建立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协调各地区图书馆讲座工作的开展。 

2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的开展情况   

近年来，浙江图书馆以省馆讲座品牌为龙头，依托一些地区发展较好的讲座，以联盟的形式，推进全省公共图书馆的讲座

工作，努力缩小各地市、县级图书馆讲座工作发展的差距。 

2.1    建立全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   

由浙江图书馆主办的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研讨会于 2008 年 10 月在杭州召开，此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浙江省公共图

书馆讲座联盟，联盟成员馆达 60 家。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的成立为全省公共图书馆界有序开展、推进讲座工作打下了

良好的合作基础。 

2.2    建立全省公共图书馆讲师资源数据库   

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省会城市，在讲师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多年的积累，浙江图书馆目前拥有一支由 170 余位专

家、学者组成的多学科、高质量的讲师队伍。为更好地服务于市、县级图书馆，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建立了全省公共图

书馆讲师资源数据库
①
，并在网站上发布讲师资源相关信息。许多市、县级公共图书馆通过这一数据库了解讲师信息和讲座主题

相关信息，使举办的讲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不仅省馆有丰富的讲师资源，各市、县级公共图书馆也拥有一批在当地或某一领域较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②
。浙江省公共

图书馆讲座联盟成员馆之间可以互通有无，交流讲师资源信息，充实了讲师资源数据库。在向市、县级图书馆推介省城讲师的

同时，也为市、县级知名专家、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施展舞台。 

2.3    名人讲师的“资”源统筹   

名人在公益讲座中对读者具有很强的召唤力，广大读者通过媒体了解主讲人的身份和讲座内容后会慕名前来。名人讲座除

了带给读者文化享受外，也发挥了公共图书馆讲座活动的品牌效应，如易中天、王安忆、莫言、麦加等名人讲师受邀开办的讲

座，往往人如潮涌，影响力极大。但多数图书馆常常因讲座价格不菲、图书馆“资”（资金）源羞涩而对名人望而却步。浙江省

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统一制定全省的讲座计划，采用“一讲多堂”（即讲师一次到达一个地区可以有多场收益）的方式，多家图

书馆均摊讲师的来往机票等费用，大大降低了单场讲座的费用。这种方式只需省馆预先作好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略微多承担一

些费用，即可达到双赢的效果，深受讲师和联盟成员馆的欢迎。而且这种方式是双向的，市、县级馆也可以向省馆介绍他们请

到的名人大家，如台州地区请到中央芭蕾舞团首席指挥卞祖善先生作讲座，随即向省馆成功推荐，这是由下而上的讲师“资”

源分担案例。 

2.4    “龙头馆”的担当   

由于各级公共图书馆用于讲座工作的经费不同，多数图书馆没有专项经费，加上讲座工作本身在选题、师资等方面需要宏

观把握和调配，所以省馆作为讲座联盟的牵头人，就应该尽力多承担些工作。例如，市、县级图书馆对讲师资源数据库中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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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有讲座需求时，浙江图书馆一般都会向需求馆的周边馆推荐该讲座，确定需求后，以“一讲多堂”的形式来洽谈低于市场标

准的讲座费用，并统一标准，一次安排多个地区开展讲座。此外，省馆还为从省城出发的讲师提供交通工具或支付其到达第一

站的费用，尽量减少市、县级图书馆的支出，增加他们开展讲座的机会。2007 年，浙江图书馆还做出了省图书馆专家和学者去

下级图书馆讲座可回馆领取补贴的规定。这一规定减轻了下级图书馆的经费负担，使省馆多位专家的讲座更受欢迎，也为省馆

和下级馆之间的工作交流、沟通、互助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5    积极推进市、县级图书馆的巡讲活动   

浙江图书馆利用讲座联盟这一载体，以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题，联合有关单位及社会团体组织了一批讲师，开展了

全省市、县级图书馆巡讲活动
①
，如“儒学与浙江历史文化传播与推广”系列、“加强沟通、共建和谐”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系列、“走进历史的书屋”的读书系列等。由于所需费用全部由省馆承担，讲座内容结合时代、贴近生活，受到了市、县级图书

馆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得到了省文化厅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3    关于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的思考   

目前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工作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亟需加强和完善。 

3.1    注重培养讲座工作者   

图书馆讲座工作开展的优劣与讲座管理与服务（包括讲座工作者的激情与活力）有很大的关系
③
。注重讲座策划、主持、宣

传人员的专业培训，完善后期专刊编辑、网络制作、档案整理、评估分析等各类专业人员的管理，是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

盟的新任务、新目标。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下一步将定期开展相关的业务培训，组织市、县级图书馆讲座工作人员进行

实地观摩、考察、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订讲座联盟工作流程与运行规范
①
。 

3.2    进一步开发讲师资源   

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目前已经在网站上向市、县级图书馆免费提供讲师资源相关信息，但各地区优秀的讲师资源还有待进

一步开发。因此，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应该在讲师资源数据库的建立上更具前瞻性和多元性，即对近两年内国内、国际

发展趋势和热门话题做好预测和讲师资源的准备；讲师资源数据库建设应注重囊括多学科、多领域、多门类的专家人才，并掌

握好时机，使这些讲师及其讲座发挥最大作用。 

3.3    建立全省讲座视频链接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可以把比较成功、有影响力的讲座制作成视频节目或光盘，经审核并作好版权处理后，把讲座

视频用链接（或做成光盘）方式传输（或寄送）给全省各市、县级图书馆，由下级图书馆尤其是有意愿组织讲座活动而又苦于

资金缺乏的公共图书馆免费提供给广大读者，以最低的成本扩展讲座的受众面
④
。 

3.4    推广工作经验   

目前，虽然有些图书馆意识到了讲座的重要性，但因缺乏场地而没有开展这项工作。而有些图书馆却打开思路，灵活利用

各种机会和场地开展讲座工作，如直接把讲座办到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会议场所、向其他单位低价租借场地开办公益讲座、将

原有阅览室“一室二用”（平时阅览，每月讲座日重新摆设为报告会场等）。这些成功经验可以供同等条件的图书馆借鉴与学习，

因地制宜地开展讲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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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评选优秀讲座品牌 

每年可以由省文化厅主办、省馆承办并评选全省有影响力的讲座品牌，以讲座的组织状态、讲座计划、周期、内容、读者

数量、意见反馈、知名度等为主要评选指标，并对当选优秀讲座品牌的图书馆给予挂牌奖励和物质奖励，召开经验交流大会。

同时，还可以制定动态评选周期，期满重新评审，择优汰劣，以促进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的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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