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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馆藏宏富，品类

齐全，古今中外，集精撷萃。馆藏

文献超过3500万册（件），并以每

年百万册（件）的速度增长。馆藏

总量位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七

位，其中，中文文献收藏世界第

一，外文文献收藏国内首位。

国家图书馆全年 365 天开

馆，日均到馆读者 1.2 万人次。

国家图书馆共有阅览室 25 个、

阅览座位5000余个。馆舍功能

布局各具特色，总馆南区主要提

供外文文献、中外文专藏文献的

专业性服务和国家典籍博物馆

展陈服务；总馆北区提供以中文

新出版文献借阅、电子文献、音

视频资源服务为主的大众服务；

古籍馆提供普通古籍、外文善

本、旧地方志、家谱文献的研究

性服务和临时主题展览服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

村南大街 33 号（国家图书馆

总馆）。

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是北京市属大

型公共图书馆，坐落于东南三

环华威桥东侧，为社会大众提

供文献借阅、信息咨询、讲座论

坛、展览交流、文化休闲等全方

位、多层次的文化信息服务，是

北京市重要的知识信息枢纽和

精神文明建设基地。首都图书

馆具有 2 万人次的日接待能

力。全馆实现无线网络全覆

盖，设有20余个阅览室（区），近

4000 个阅览座席，还设有多功

能剧场、展厅、电影鉴赏厅、报

告厅、多功能厅及会议室等十

余个专业厅室，为读者提供多

样化文化服务。

首都图书馆现藏各类文献

逾926万册（件），古今中外文献

并汇，学科门类齐全，文献载体

多样，尤以古籍善本、北京地方

文献、近代书报、音像资料、外

文书刊最富特色。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

环南路88号。

开馆时间：周 二 至 周 日

9：00—21：00，周一全天闭馆（节

假日另行通知）。

角楼图书馆

曾经，这里是北京的地标性

建筑，人们进出北京城，不管打

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是从城墙

边绕过来，老远瞧见这儿，心里

登时就有了底，知道自己离城里

没有多远了。如今，这里是“老

北京”特色图书馆，数千册的北

京历史文化书籍，说的是老北京

的人，介绍的是老北京的事儿。

这里就是北京外城东南角楼。

角楼图书馆共有三层，一

层为主题文化活动及展览展示

区，主要举办老北京文化主题

展览；二层为地方文献阅览区，

现有地方文献图书 6700 册，纸

质报纸30余种、期刊100余种，

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同时举

办小型读书会、文化沙龙等活

动；三层为辅助主题文化活动

区。图书馆不提供外借服务，

读者可在馆内阅览。

地址：东城区龙潭东路9号。

小街图书馆

小街图书馆坐落于望京街

道，是一个集阅读、展览、讲座

等众多文化元素于一体的公益

学习型图书馆。图书馆整体设

计前卫，现场书籍均可免费阅

读。图书馆共有两层，一层为

主要阅读区，明亮的自然光、圆

弧形的白色书架、排列整齐的

书籍，让人不自觉放缓步伐，专

心阅读。二层还设有景观座

位。读者入馆需通过微信平台

提前预约，图书馆不支持 16 周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独自进馆，

进馆须由监护人全程陪同。

地址：望京街道万科时代

中心B座7层。

开馆时间：10：00—17：30，

每周一闭馆。

云中图书馆

海淀北部，西山之侧，有一

座网红图书馆——云中图书馆，

它从2019年10月起就正式被纳

入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

服务体系，为市民免费开放，实

现全市百余家公共图书馆的资

源共享。同时，云中图书馆积极

联动周边的樊登、虎嗅、小米等

知名企业，策划举办读书会、艺

术展览、亲子活动、音乐会、企业

拓展等多元文化活动，年均开展

活动200余场，活动参与和图书

借阅人数均突破2万人次，进一

步延伸了图书馆的功能属性。

地址：海淀区丰润中路和

永澄北路交汇东北角。

（本报记者 孙梦莹 整理）

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我

想读点书，可是不知道读什么，您

推荐几本吧。”我会对学生说：“我

可以这样理解你提的问题吗？你

想读几本非常‘有用’的书，读了

就有醍醐灌顶之感；你还没有开

始读‘一本’书，因为一直在等待

那些‘有用’的书，对吗？其实，读

什么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始‘读

’这个动作。”

或许，这世界上任何一本书

都不是“灵丹妙药”，能包治心

灵、思想、逻辑、语言等各方面的

不舒适。书更像一餐餐极普通

的饭菜，日久天长，为精神储存

了丰富的营养，日渐强壮了精神

的体格，当凄风苦雨来临时，我

们的精神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和

力量与之抗衡。

回首向来读书处，在我的精

神土壤里，最坚实的岩层里都是

一些不知名的书：小学订阅的画

报、邮局订阅的故事、报刊亭买

来的杂志、地摊上淘来的小人

书、插图版《十万个为什么》……

每天一放学，我跟同学们跑向不

同的方向——他们去玩耍，而我

惦记着故事的结局。卷了边儿、

掉了页的书里那些猫、鼠、狼、熊

们的故事，让童年的我把“读书”

与“快乐”划上了等号，这是一种

极其珍贵的感受。我一直珍藏

着这些“没有什么用”的书，今年

春节，我又把它们拿出来晒一

晒，冬日的阳光下，我努力打捞

着泛黄、变脆、霉味的书页里闪

过的一段段时光，里面浮现出

“渴求”二字……

现在，我总跟我的学生讲：

去读你喜欢的书，喜欢很重要。

少年时，没有图画的纯文

字书为我的精神土壤增加了深

度和宽度，那时没有互联网，没

法一键查询“有什么好书可以

读”，我几乎都是在寻找中“偶

遇”，后来听人说“那些影响了你

一生的书，都是不期而遇的”，我

深以为然。

我记得，舅舅送给我一本繁

体竖版的《唐诗三百首》，里面好

多字不认得，但丝毫不影响我用

“猜猜看”的方式读完，捧着它背

《长恨歌》《兵车行》，对着李商隐

的“东风无力百花残”愣了许久，

原来文字可以这么美；我记得，

读《三国演义》赵云单骑救主，那

一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喊得

我落泪，原来这样的人就叫忠义

之人；我记得，每年都会读一遍

《红楼梦》，有的回目会特意跳

过，不忍看一眼，原来无常和无

奈才是人生的常态；我记得，坐

车十几站到省图书馆借书，走过

一排排又高又长的书架，我深感

自己的渺小，最后我借了一本

《围城》，那时的我不知道钱锺书，

只因为书皮好看，“围城”二字

特别，结果这是一本让我拍腿

大笑的书，原来不讲笑话也这

么好笑……

现在，我总跟我的学生讲：

去读经典的书，如果你实在不知

道选什么书的话。

我实在没读过什么书，也不

敢说自己读过什么书，只是想起

了几件我与读书的往事。我曾

经在课堂上讲《道德经》，学生们

昏昏欲睡，我回去从柜子里翻出

了少年时买的漫画版《老子说》，

一页页复印下来发给学生，学生

们拿到它兴奋极了，然后安安静

静地读了起来，那堂课，我什么

也没讲，我依稀看到了童年、少

年时的自己……

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启动

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

动”，并开通国家智慧教育读书

平台，读书平台所有资源均免费

使用。

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依

托数字技术，通过汇聚优质资

源、营造互动场景、展示阅读成

果，为不同学段学生、社会公众

提供丰富多彩的读书空间。学

生可通过搜索“国家智慧教育

读书平台”或输入 https://read-

ing.smartedu.cn 访问，也可在国

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点

击进入。

青少年读书空间设“人文社

科”“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四

个栏目，提供电子书、导读、书

评、读书心得等相关内容。该平

台既引导青少年学生阅读经典，

又注重分享前沿科技，提升学生

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为养成终

身阅读习惯打好根基。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加强适

宜、优质、多样、健康的阅读资源

建设，优化平台功能、创新读书分

享方式，展示“书香校园”“书香班

级”“读书标兵”和优秀读书报告

等，着力打造全民关注、全民参

与、全民成长的实践型、智慧型读

书平台，助力建设全民终身学习

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本报记者 孙梦莹 整理）

编者按：4月 23日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也称世界读书日。阅读是件浪漫的小事，它让我们凭借认知

的力量去探寻世界的广袤，让我们无论身在何处，心灵都有归宿。开卷有益，最是书香能致远，读书不应只

是在这一日，愿你日日都有好书相伴。

最是书香能致远

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已上线

去读喜欢的经典的书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语文教师 于晓磊 值得一去的5家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