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9 日这天的主讲者是省新闻工

作者协会副主席玄承东，讲座主题是“闲书

不闲”。

这是其继两年前主讲“有奇书读胜观

花”后的再度“开坛论道”。

“上一次是站在读书的重要意义和读

些什么书的角度，总觉得这还是有些‘硬’，

思想性、政治性好像重了些，毕竟读书是快

乐的事，太‘硬’了不太合适。 ”玄承东笑言

在这个平台上，就是想传递一点“多读书有

好处”的信息而已。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 玄承东引经据

典，旁征博引，在时而诙谐，时而打诨间，与

众人分享了其读闲书读出来的生活智慧。

就仿佛窗外那一场贵如油的春雨， 滋润了

每一位听者的心田。

“年轻时曾有一段时间就像个愤青，觉

得自己怀才不遇，整个世界都欠我的，整天

都是气哼哼的状态， 以至于一次直接就撞

在玻璃上，真是气迷糊了。 后来，看了一位

美国人戴尔写的‘闲书’《你的误区》后一下

子宽松了很多， 特别是书中的那句话———

‘你可以坚持公平公正地说话，但不能幻想

整个社会公平公正’———尤其对自己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玄承东以自身的经历明示

了闲书可以使人丰富。

玄承东读书很杂，一直以来都是“只要

有书读就行”，“闲书不闲”的讲座中，他的

另一个观点是，闲书可以使人明理。“改革

开放初期， 有观点将年轻人穿牛仔裤视为

是资产阶级， 后来我看到一本闲书之后知

道了，牛仔裤是 1567年意大利的水手在港

口卸货时穿的一种齐腰工作裤。 ” 所以之

后，再有人批评牛仔裤是资产阶级时，玄承

东多会感叹一句“无知者无畏”。

一想起台下的那些白发苍苍的“学

生”， 张克非说他就有种诚惶诚恐的感

觉。 作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

张克非讲了一辈子的课，但每次登临“周

末名家讲坛” 依旧会认真备课，“听众里

有很有水平的。 ” 第一次讲完辛亥革命

后，在与听众互动环节中，张克非说当时

就有几位听众提了很有水准的问题，当

时就让他惊叹不小。 据说， 有的受邀请

者， 就是在听说了台下多为白发苍苍的

听者后，便“怯”了，觉得若讲不好，怎么

也对不住那样的听者。

目前， 张克非已经做了三次讲座，“左

宗棠与甘肃”、“邓宝珊”是后两次的讲座主

题，这两场是针对讲坛开设的“甘肃名人与

名人在甘肃” 系列讲座而专门做的，“此系

列就是让更多的甘肃人了解我们的历史，

了解那些为甘肃发展做过贡献的历史人

物，以达到回归历史、尊重历史的目的。 ”

“文革前，对左宗棠这样的人物是全部

否定的，1978 年,我的老师在《光明日报》

上发表了大篇幅文章， 首次提出了左宗棠

的爱国主义精神，应该说自此后，史学界对

其认识有另一个新开始。 ”在那场讲座上，

张克非不仅仅讲述了左宗棠在甘肃工业、

教育等方面的巨大贡献， 还详细评析了左

宗棠向朝廷主动请缨收复新疆的爱国主义

精神。

“讲座反响很好，之后我的课件被很多

听者借去抄印。 ”张克非说。

和张克非正好相反， 邓明讲的是甘肃

籍的名人，“理学家段坚和段氏家族” 是他

继“兰州民俗”之后的第二讲。在邓明看来，

段坚乃至他的段氏家族， 更多人只知道他

们是因为水车， 而其实制造水车的段续是

段坚的侄孙，要晚段坚很多年，重要的是段

坚具有一种代表性， 代表了自唐宋几百年

的寂寞之后于明朝“突然” 兴起的兰州文

化。在讲座中邓明重点分析了这种“文化突

然兴起”的历史背景。

“据史料记载，元代之前，这里没有一

个进士，明朝时期，陇右就出了 24 个进士，

其中兰州占据了多数。 讲述这些不为更多

人知道的历史，普及知识，提升民众文化是

一个原因，还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妄自菲薄，

不要再说起甘肃来， 就似乎只是贫穷落

后。 ”邓明直言。

很多时候，从这个平台上，传递出的不

仅仅是一个人的读书体会、历史研究，还有

难得的人生感悟以及重拾缺失的精神信

仰。所以，邓明觉得省图开设的讲坛是一个

很好的举措， 远比那些动辄花大钱请大腕

讲一两个小时就完事的有用得多。 玄承东

也认为省图办了一件有功德的事， 他们都

希望这个讲坛能存在下去。

掐指算来，甘肃省图书馆的“周末名家讲坛”开坛已 8 年有余。

它是一项旨在传播文化，普及常识，启迪智慧的公益性活动，至今已举办的 400 多

场讲座涉猎时事政治、社会热点、传统文化、法律法规、经济金融、科技教育等多领域。

有人觉得，在躁动的社会背景之下，这样的存在堪称是一种稀缺的坚持。

■ 本报首席记者 雷媛

周末名家讲坛：滋养百姓精神的坚守

4月 19日星期六早上 8时，85岁的赵同录准时从位于白马浪附近的家中出发，下楼

乘坐 25路公交车，半小时后，他已经坐在了省图书馆的报告厅里。 再过半个小时，“周末名

家讲坛”就要在这里开讲了。

那是个雨天，坐在报告厅第一排的那个老位子上，赵同录拿出餐巾纸擦擦滴在白发上

的雨水，红色的外套也被雨水淋湿了一大块。

已经 8年了，每周六上午到省图听讲座，这是赵同录雷打不动的习惯。 讲座开始后，他

环视了一下身后，发现 97岁的王老先生的位子是空的，“呦，这位老伙计今天没来。 ”心里

嘀咕了一句后，赵同录开始继续认真听讲，然后仔细地做着课堂笔记。

“几年了，我的笔记都做了厚厚的好几本了。 ”讲座结束后，雨还没有停歇，坐在报告厅

里，精神矍铄的赵同录说起了自己的“听讲”经历。“早在它（周末名家讲坛）启动之前，省图

就有一些不定期的讲座，只不过当时的讲座是要票的，从那时起我就找票听讲座。 ”退休多

年来，赵同录参加了不少活动，一周中的两三天都安排有活动，这些活动无论风雨都是不

能改变的，包括周六的听讲座。

“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 它让我有很多的收益，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的思维开

阔，让我的脑子不停滞，这样就不会太早地就老年痴呆了。 ”赵同录实话实说。

赵同录自言小时候没有上过多少学，后来当过兵，之后从事的是政工工作，但他爱学

习，总在找寻能给予他知识的机会，无疑，“周末名家讲坛”就是他找寻到的一个机会。 去

年，“周末名家讲坛”请来了省内的军事专家，就“钓鱼岛”的历史等进行了讲解，对此，喜爱

时政的赵同录印象深刻，他说那次讲座让他获益匪浅，笔记也做得格外详实。 最近，赵同录

看新闻关注到了乌克兰局势，所以，他还设想能不能讲坛上再搞一次类似“钓鱼岛”那样的

时政讲座，因为，他很想知道造成乌克兰今天的局势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渊源。

在赵同录身后几排坐着王启帆和他爱人。

40 多岁的王启帆是一名机关干部，家就在省图附近，他差不多和赵同录前后开始听

讲座的，“我在省图有借书证， 时常来借阅图书，2006 年在馆里的宣传栏里看到了关于讲

座的预告，就开始关注讲座了。 ”王启帆自己听了一两年后，也带动了爱人一起来，到今天，

他爱人也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我爱人是名小学老师，自从受到我的影响坚持听讲座几年

来，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发了她读书的兴趣，这么多年来，她读了不少名人传记以及

教育方面的书籍，最重要的是，她将自己的各种收获体会渗透到教学中，在对学生教育上，

她有一个坚持———培养学生从小养成读好书的习惯。 ”

除过影响了自己的妻子之外， 王启帆还把一些和自身工作有关的讲座以视频的方式

引进到单位，使得单位上更多的同事从中获益。

听了那么多场讲座后，这个讲坛在王启帆心中还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解惑”。

他说自己平素喜爱读那些传统文化的书籍，像关于讲述孝文化的，就看了不少，自觉

应该对此有所理解。“后来听了鲍鹏山先生的传统文化的视频讲座后，其独到的见解，让人

颇受启发，他的讲座也让我真正地比较系统、全面、深刻地理解了孝文化。 ”

周六早上，杨文波是和女儿一起来图书馆的，看着女儿进了一楼的自习室，他便径直

上了二楼的报告厅。

除非碰到单位有事，通常杨文波的周六都是来“周末名家讲坛”，这也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了，有六七年了。 杨文波说听了那么多场讲座，也有听了一会觉得不合适起身离开的时

候，他不会像赵同录老先生一样出于尊重讲座人就硬硬地坚持下去。“有一次，没有看预告

就去听讲座，去了一看，是讲妇女心理卫生的，随即转身出来了。 ”

当然了，更多时候，这个讲坛在杨文波眼中就是一个汇集了五谷杂粮的地方，是知识

的大杂烩的地方，它适合于各种口味的听众的。“就像读书，开卷有益，只要来这里，一样。 ”

在张俊平眼中，像赵同录、王启帆、杨

文波他们就是“周末名家讲坛”8年培养出

来的一批固定的“铁杆粉丝”，在平均每场

180 多人的听众中，目前这批“铁杆粉丝”

达到了五六十位。

作为会展中心的主任， 张俊平的主职

就是打理“周末名家讲坛”。 1982年进入省

图后， 他从一开始就介入到讲坛的方方面

面。“先解释一下我们对名家的定位，是指

省内乃至全国的在其所在专业上很有造诣

或名望的。 ”截至目前，张俊平说他已经联

系到有关专家学者 400 多位， 上了讲坛的

也已超过 200位了。

“周末名家讲坛”主要有现场讲座和视

频播放两种形式。

讲坛开设之初以视频讲座为主， 张俊

平说这主要是培养讲座在固定时间的听

众，只是当时馆里还没有现在这个报告厅，

能够容纳听众最大的地方也就五六十人的

大小，“所以不敢一下子就做现场讲座，做

也做不起来。 ”

现在回过头去看， 张俊平觉得第一次

现场讲座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不成功的”，

原因是主讲者是一位惯于给学生讲课的大

学老师， 他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平台上讲

是另外一个概念。 在张俊平心里有一个自

我衡量讲座成功与否的标准， 这个标准不

是以听讲座的人数为准， 而是以退场的人

数为准则。 每场讲座，张俊平几乎都在座，

听讲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无疑就是在

“留心”退场的人数。

打理周末名家讲坛多年来， 张俊平坦

言“头疼”的事不少，像早些时期组织听讲

听众就是其中一个。 当然，现在这一方面，

他不会有任何的顾虑了， 如今每场平均

180人的数量让他心里很有底了。

8 年之中， 张俊平也见识了一些讲坛

的销声匿迹，在他看来，那些“昙花一现”

是因为没有搞清楚到底应该给读者传播

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平台

到底要给读者传播什么？ 那就是传播文

化，传递信息。 ”

“传道者”

一个平台

“铁杆粉丝”

周末名家讲坛现场。 甘肃省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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