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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里的“大先生”
南大图书馆的文化传承与育人之道

■受访人：黄贤金（江苏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采访人：张馨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学风传承行动等活动，传播教

育家思想、展现教育家风貌”。南京大学图书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弘扬教育家精神，厚植“大先生”文化，将教育家思想与阅读推广、图书馆发展结合，不断

走深走实。商报专访江苏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贤金，一探南京大学如何通过图书馆这一平台实现教育家精神的传播与文化育人。

厚植“大先生”文化

□请您谈谈对《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理解，以及它

对于高校图书馆意味着什么？

■要弄懂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教育家精神、教

育家风貌对于大学文化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认为，

“大先生”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

年4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

指出，教师应该“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

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这里所说的“大先

生”不仅是知识的拥有者、知识的生产者，还是知识的

传授者。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每位学者的成长都与

图书馆存在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大先生”的成长。有

的是从图书馆借书、阅读对其成长的推动，有的是从

藏书、阅读史揭示“大先生”的成长，有的是从“大先

生”有关图书馆的经历得到验证。因此，知识的作用

使得“大先生”成长与图书馆存在内在的关联。可以

说，弘扬“大先生”文化就是在弘扬教育家精神。

图书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3种方式

展现了其对社会的作用和价值。例如，南京图书馆及

江南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 100 多年发展历程

中，众多为人所熟知的大家，像缪荃孙、柳诒徵、蒋复

璁、贺昌群、汪长炳，为南京图书馆作出的不朽功绩永

载史册；还有陈庆年、范希曾、岳良木、屈万里、钟静

夫、彭道真、钱海岳、钱锺书、叶恭绰，都是图书馆人的

前辈和榜样；还有热心读者，鲁迅、蔡元培、胡适、顾颉

刚、黄宾虹、徐悲鸿、姚名达、蔡尚思、罗尔纲、唐圭璋

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些学者也在中国文

化传承与发展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人类社会的阅读发展过程，也是知识传授、知识

生产的过程。因此，图书馆文化育人品牌的形成，无

论在文献资源的传承方面，还是在弘扬学术精神、营

造优良学术作风、提升师生的文化自信方面，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图书馆或者书房

也是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高校图书馆的阅读还对在校师生的专业发展

具有很好的指向作用。尤其是图书馆有关新兴学

科以及学科发展新趋势等方面的著作，不仅可以对

科技进步或学科理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于师生专业方向的选择及调整也会起到积极的

推进作用。

□南京大学图书馆是如何结合“大先生”文化来

实践这一文件精神的？

■“大先生”是载入史册的知识生产者，是思想灯

塔的教育家，在精神和学术上都引领着文化传播以及

科研创新。无论是高校教师还是在校学生，都对“大

先生”具有高度的学术认同、文化认同、精神认同。高

校图书馆不仅要推广所收藏的“大先生”的知识财富，

更要宣传“大先生”对于知识生产的精神追求和价值

追求。为此，也需要探讨有利于“大先生”文化弘扬的

图书馆发展机制。

一是书院馆员制度的引领效应。为积极支撑南

京大学书院式的大类人才培养建设模式，南京大学图

书馆建立了“1+2+N”的书院馆员制度。“1”即一位馆

领导为对应书院的责任馆员，“2”即两位专业馆员为

书院专职馆员，“N”即书院所对应的院系分馆或资料

室的若干个馆员，为书院“大先生”展、阅读推广、信息

素养教育等提供服务。书院馆员制度的建设，也对馆

员人才队伍建设、文献资源建设、未来学习中心建设

等图书馆中心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是馆员责任的激发与重塑。“大先生”精神，尤

其是师生对于“大先生”展的反响，也进一步激励馆员

及图书馆开展协同育人的责任。近年来，有关馆员密

切加强与各单位的合作，通过上书房行走展、名人手

迹展等特色展，不断发挥立德树人的阵地作用；通过新

生入馆教育、励学微课等文献资源利用课程，不断增强

图书馆作为学习中心的功能；通过经典阅读、新书推

荐、对话南大先生等阅读推广活动，不断使全民阅读在

南大走深走实；通过蔡伦造纸DIY、瓦当传拓、活字印

刷等特色主题活动，不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积

极推进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协同创新育人体系建设。

三是优化先生空间馆藏格局。先生手泽不仅是数

字化时代难得的知识享受，也是重要的文化遗存。围

绕图书馆先生空间打造，积极开展南大先生手泽收

集。包括通过建立学术、教育名家图书馆，推进先生

手泽征集；通过加强院系合作，推进有关学术手稿收

集；通过加强与校友会合作，广泛征集书稿、书信、手

札等各类手泽。先生空间不仅是图书馆重要的文化

教育空间，也是发挥图书馆知识灯塔作用，服务社会

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文化教育空间。为此，面向社会服

务，高校图书馆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机制，不断彰显“大

先生”的知识力量、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贡献智慧。

多功能文化育人

□您提到过“四全文化育人”新机制，能否详细介

绍一下这种机制的具体内容及其重要性？南京大学

图书馆有哪些创新做法？

■图书馆作为学生全学习周期的空间，应该通过

直接的、间接的、辅助的等多功能文化育人方式，构建

全过程文化感染育人、全学年文化熏陶育人、全覆盖文

化教化育人、全时空文化塑造育人的文化育人新机制。

一是全过程文化传播感染育人。根据《关于弘扬

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图书馆需要围绕科学家、教育家、“大先生”

先贤等进行其学术精神、学术素养、学术引导、学术实

践的传播与弘扬，从而通过全学习周期的文化传播感

染人。主要包括革命人物的精神传承、“大先生”文化

传承以及当代教育家精神传承。其中，南京大学图书

馆联合南京大学新生学院7个书院通过举办陶行知、

程开甲、邹秉文等“大先生”展览系列活动，积极发挥

“大先生”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作用，激发大学生对大学

的热爱与认同，从而积极营造书香校园，不断促进文

化自信和科技自立自强。

二是全学年文化熏陶育人。文化育人中的图书馆

就是以学生用户需求为根本，以文化赋能构建与学生用

户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流。为此，现代大学教育中要实

现全学年的新时代文化熏陶育人，就需要基于学生用

户关系这一中心纽带，发挥融媒体优势，凭借高校图书

馆文化知识产品，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营销。主

要做法包括全学年跨校区的校园文化育人、全学年的

数字记忆文化育人、全学年的阅读推广文化育人。

在全学年跨校区的校园文化育人方面，南京大学

图书馆为配合鼓楼、仙林、浦口及苏州校区4校区办

学，于2022年在广泛征求各校区学生意见的基础上，

自主开发原创手绘 IP“NJU 四小只”。即：以书为原

型，根据四校区不同馆藏特色作拟人化设计，并在迎

新季面向新生营销，2023年收获微信公众号“10万+”

阅读量，增强了不同校区同学对于所在校区以及整体

校园文化的认同。

在全学年的阅读推广文化育人方面，南京大学打

造了包括开学季、南大读书节、4·23读书日及毕业季

等于一体的全年无休读书活动。

三是全覆盖文化教化育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

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因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育人要融入我国大学教育的

方方面面。主要机制有三个。第一，主导式文化教化

育人。南京大学图书馆于2022年面向全校同学开设

了“传统印刷装帧体验与文化传承”劳动教育课程，让

大学生直接参与修复一本古籍的书影、拆线、编号、清

洗等20余道工序，让其更深刻地理解古籍保护及其

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第二，数字式文化教化育人。

江苏省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联合主要高校建立了江苏

古籍典藏数据库，打破了古籍保护或活化的“孤岛效

应”，推进了共建共享的古籍数字化应用。第三，融合式

文化教化育人。将古籍活化与教学、科研以及校园文化

建设结合，是融合式文化教化育人的重要内涵。

四是全时空文化塑造育人。图书馆需要适应人

类社会文化转型的规律及需求，结合全球化乃至所在

高校发展变迁、文化手稿展、馆员素养提升等开展全

时空文化塑造育人。包括基于高校百年学术传承的

学术精神、优秀文化传承的文化塑造育人。2022年南

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博物馆、文学院、历史学院等单位，

遴选出200余种极具特色的善本，举办“册府千华·南

雍撷珍——南京大学藏古籍菁华展暨中国古代套色

版画特展”，展品有来自敦煌石室的唐代写经、稀如星

凤的宋版元版、多姿多彩的明清版刻，还有南大特有

的孤本秘籍、先贤手泽，珍善并陈，满目琳琅，增强了

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在校大学生的感染力，也引导相关

学科及教师将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文化育

人的教学实践。

此外，还需基于学术素养、信息素养、人文素养能

力提升的全时空文化育人馆员队伍建设。为此，同方知

网联合南京大学图书馆围绕馆员“信息素养、学术素养、

文化素养”提升，策划了面向全国高校图书馆馆员的线

上培训，以深度提升图书馆馆员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

及服务效能，全面支撑高校图书馆全时空文化育人。

“大先生”精神的传承

□您是始终强调“大先生”精神、“大先生”文化，

这一精神对现在有怎样的价值？

■“大先生”是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科技进步、社

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为此，南京大学图书馆积极

推进“三全育人”在知识服务中的融合发展，结合南京

大学新生学院7个书院，积极开展“大先生”展。2022

年以来，业已圆满完成郭秉文、陶行知、吴有训、戴安

邦、顾毓琇、程开甲、吴健雄7位“大先生”的首展，近

万名师生参观展览。

通过“大先生”展，进一步激发了师生心系“国家

事”，肩扛“国家责”。例如，戴安邦先生奉行的格言就

是“立身首要是品德，人生价值在奉献”。他一生治学

严谨，务实创新，堪为师生学习的典范，尤其是其于

1991年5月就提出的“全面科学教育观”，对于推进现

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

展览，都令参观师生深受教益。如安邦书院同学讲：

“戴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令我敬佩不已，严谨治学、立

德树人可以说是戴先生人生的写照。书院以戴先生

的名字命名，这是对我们的期许，也是我们一生的追

求目标。”

□数字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发展趋势，对图书

馆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图书馆如何利用数字化趋

势培养“大先生”？

■数字化的发展，虽然对图书馆纸质阅读推广提

出了新挑战，但也为图书馆创新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工业社

会国家的情况，就提出了教育是为未知的社会培养人

才这一观点，即：“现在，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

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因此，着眼未来“大先

生”的培养，图书馆知识服务适应自主性、跨专业、多

样化、终身性这一未来学习发展模式的需要。尤其是

2021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出，要依托高校图书馆建

立未来学习中心，通过建构共育空间，打造共情空间，

探索共在空间，重塑共生空间来创设学习和生活空

间，从而使得高校成为培养强适应性、高创新力和变

革能力的人才的重要场所。

因此，图书馆需要通过创新，不断地为“大先生”

培养缔造“智慧”环境，为去标准化、个性化的创新人

才培养提供“知学”平台，为人的现代化素养塑造打造

“至真”追求，这更多地对图书馆如何创新知识服务提

出了新要求：智慧是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灵魂所向。这

里所讲的智慧，是知识宝库、知识服务及知识教育在

高校图书馆中的集中体现；知学是知识生产功能、知

识应用功能、知识传播平台功能的统一，是高校图书

馆的本质特征；至真，是高校作为高水平、高质量育人

名片的要求，是人生至真、学术至真、育人至真的综合

表征。智慧、知学以及至真，是高校图书馆建设的“三

足”，共同支撑着服务“大先生”培养的未来学习模式。

因此，在未来学习中，图书馆作为立德树人的重

要阵地，需要始终弘扬“大先生”文化，增强“大先生”精

神的传播力，助力学习者的智慧彰显；需要做亮“大先

生”文化，助力学习者知学治学，促进自主创新人才的培

养；需要活化“大先生”文化，强化“大先生”文化的影响

力，助力学习者的至真追求。这都有赖于要积极塑造

崇尚知识、崇尚科学、弘扬“大先生”文化的新空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科技教育与人

文教育协同”，您如何理解这一精神？南京大学图书

馆如何学习贯彻这一精神？

■人的全面发展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目标，而文化

育人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基。广义的文化作为人

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及

记忆财富、制度财富等人类创造成果的总和，是相对

于自然界，并依托或交融于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里

所探索的文化育人，是相对于单一的道德育人、知识

育人和专业育人而言，即通过填充式或融合式的科学

精神和人文修养教育，对大学生进行科技素养、人文

精神的感染、熏陶、教化、塑造，从而切实助力人的全

面发展。图书馆不仅是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汇聚

地、新的知识生产的源泉地，也是强化科技教育和人

文教育协同的知识服务基石和文化育人的重要主体，

肩负着阅读推广直接育人、文献资源服务育人、教学

科研辅助育人等重要责任。

大学文化育人，是通过教化、熏陶、感染、塑造等

方式，将社会理想和人类精神沁入到大学生的内心的

过程，是实现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导向功能、情感

激励功能、价值认同功能、情感陶冶功能，从而向在校

大学生的思想理念注入人性中的尚德、进取、责任、包

容、感恩、良知、谦虚等美德的过程。高校图书馆是大

学生查阅资料、获取知识、拓展思路、陶冶情操的第二

课堂，在文化育人方面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图书馆是文化育人的服务基础和实践载体。作为文

化育人的空间载体和实践基地，图书馆文献资源、空

间环境及其馆员所发挥的知识食粮教化、学习环境熏

陶、学者精神感染、人生价值塑造等作用，本身就是图

书馆的职责所在。

▶P25~36

2024江苏高校图书馆专刊

●
精
彩
导
读

趋势与乘势 2023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P26

情报赋能创新发展 图苑奏响时代强音 P27

加快构建江苏高校文献资源建设新发展格局 P28

古韵新生 江苏省高校图工委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 P29、33

书香里的文化共鸣 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文化营销之旅 P32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优秀案例 P3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