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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万象

在我国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处处凝聚着前国家

总理周恩来的关爱与指导、浓情与热血。自革命战争岁月起，周

恩来就充分意识到图书馆在人民革命事业中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

用和特殊职能；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竭尽全力对我国图书馆的

建设与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怀和指导，初步形成了建国后我国图

书馆建设的基本思想脉络，批准建设云南大学图书馆、提升改造

北京图书馆，并在文革时期为保护各种珍贵文化图书资料免遭破

坏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为我国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事业做出

了巨大贡献。

一、革命时期关注图书馆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自幼喜欢读书，当年在南开中学求学时，就喊出了“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响亮口号，足见其远大超人的爱国志向。

之后，为了追求革命真理，1920 年，周恩来远赴欧洲勤工俭学，

并于 1921 年在法国巴黎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与赵世炎等共

同筹备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为了宣传和介绍马克

思主义理论，周恩来一方面积极从法国当地的图书馆借阅大量有

关这方面的进步书籍资料广为阅读与传播，另一方面也亲自筹建

了一个便于当时其他旅欧勤工俭学的青年才俊了解和知晓先进革

命理论的小型流动图书馆。这些早期革命生涯中注重图书馆作用

的初步实践充分说明了周恩来较之于他人所具有的独到眼光与深

在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以及运动队的训练中，体育教师

应对学生反复强调运动损伤的重要性，首先让学生从思想上引起

足够的重视，然后落实到行动中。因为相当部份的学生对发生运

动损伤有抱着侥幸的心理，不知真正发生损伤时追悔莫及。

3.2 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3.2 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一般准备活动为15-20分钟，但在秋冬季气温较低的情况下，

由于人的关节活动幅度减小，韧带的伸展度降低，更应该做好准

备工作，适当延长准备活动的时间，让身体“发热”后，才能进

行羽毛球运动，并且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3.3 熟练掌握技术动作3.3 熟练掌握技术动作

学习、掌握规范的下肢动作技术，对踝关节的损伤能起到很

好的预防作用。因此，请专业的羽毛球教师进行指导，了解和掌

握好正确的动作要领，将有利于学生掌握规范的动作技术，同时，

应反复强调掌握规范动作的必要性。

3.4 加强踝关节的力量练习3.4 加强踝关节的力量练习

平时重视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可加大关节的稳定性，加强了

对关节的保护，但往往会减小关节活动幅度，系统柔韧性练习可

增加关节囊和肌肉的伸展性，从而使关节幅度增大、柔韧性的发

展有助于动作协调和灵活性提高对减少和预防损伤有重要意义。

如蹲杠铃、负重提踵、跳绳、足尖走路、足尖跳跃、在沙坑上原

地纵跳、跳台阶、蛙跳等专项练习。

3.5 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3.5 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

加强对运动损伤的认识，平时注意运动损伤知识的积累。发

生运动损伤后要采取科学的方法认真治疗，切不可抱着无所谓的

态度而继续打球，这是造成重复或多次损伤的主要原因，一定要

及时检查、确诊、积极治疗，以免导致慢性病理过程。

3.6 加强场地建设3.6 加强场地建设

加快室内练习馆建设的步伐，尽可能有室内的木板地或塑胶

场地。运动时选择好的场地，打球特别要注意场地上是否有球或

别的物体，避免运动中不注意而产生踝关节的损伤。

综上所述，踝关节损伤是羽毛球运动中 为常见的损伤之一，

其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不正确的羽毛球动作技能或过度地使用

踝关节，都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同时，在了解踝关节的结构、

关节的运动范围及基本的力学原理之后，我们应增加对踝关节活

动度的练习，如仰卧位作屈伸活动，可以使踝关节在激烈运动时

应付大量负荷，且避免受到损伤，踝关节的静力牵拉练习可以增

加踝后关节囊的长度，有利于踝关节的稳定，以及足背负重练习

用以增强踝关节的背伸能力防止踝关节外侧副韧带的损伤等，通

过以上对高校羽毛球运动中踝关节损伤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的概

述，对加强运动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完成教学任务及有效预防运

动员踝关节损伤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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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思考。

1924年，回国后的周恩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历经二十余年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事业之中。在肩负日益繁重革命领导工

作的同时，周恩来依然对我国的图书馆藏与利用事业给予高度重

视，强调加强图书资料的收集与保护，以及图书资料的开发与利用。

比如在 1936 年 9月，考虑到革命战争的需要，李富春曾致电中共

中央，提出为前方需要图书报刊资料的革命干部与同志建立流通

图书馆，以扩大和增强部队的知识素养和作战技能。次日，经与

毛泽东商议，周恩来即复电李富春，明确告知同意他提出的组建

流动图书馆的办法与程序，并陆续寄出相关书籍到前方部队已备

临时所需，也相应明确了书籍收集保管与循环利用的具体要求。

这个电文是截至目前为止我党保存的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先驱关

于图书报刊资料工作的弥足珍贵的原始历史文献。

抗日战争时期，按照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很长一段

时期是在国统区工作的。利用这样的便利条件，周恩来围绕图书

资料收集与整理这个核心命题付出了辛勤努力。首先，周恩来指

导安排将新鲜图书资料不断输送到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图书馆，有

力地保证和拓展了了这些根据地图书馆的书籍报刊来源。周恩来

认为，较之于国统区而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比如鲁迅、抗大、

中山等图书馆在国内外人文历史、自然科学、形势政策等书刊资

料方面非常缺乏，因此急需要大量收集和补充新鲜的图书资料填

充到这些图书馆之中，以便于让广大革命干部群众学习深造。在

周恩来的安排下，一批又一批的全新图书资料源源不断地被输送

到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图书馆，为保证我党军事、政治、经济、文

学等各方面人才的知识学习和素质训练提供了重要帮助。其次，

周恩来特意组织将珍贵抗战史料提供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保存收藏，

为后期留下了极为重要的抗战历史资料。1939 年初，周恩来收到

了西迁到云南昆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关于请求陕甘

宁边区等方面协助提供我国抗战珍贵历史资料的专函，他坚持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立即安排党内相关重要部门负责人悉心遵

照要求办理。同年 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便收到了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的一封致函，告知说周恩来特地交来“书籍数十本”，并

且随附了一页书单。在周恩来的这封赠书单上，总共列出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抗日图书资料二十五种，另外还有报纸两种。

如今，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仍然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也是周

恩来重视革命文献收集与整理、关心与支持图书馆建设事业的充

分反映。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准备挥戈南下的解放战争时期，周总

理曾专门指示南下大军一定要设法避免毁坏江南书城“天一阁”

与“嘉业藏书楼”。其中“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是中国 早

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 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 早的三大家族

图书馆之一；“嘉业堂藏书楼”位于浙江南浔，因清帝溥仪所赠

“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其规模宏大，藏书丰富，是中国

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对于这两处古代图书馆的刻意保护，

彰显了周恩来珍惜国家古典图书馆藏的殷殷情怀。

二、建国后指导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一系列谈话、报告

与批示中，高度关注和具体指导新中国图书事业的良性建设，极

大地推动和提升了我国各类图书馆的发展水准。

首先，周恩来初步形成了建国后我国图书馆建设的基本思想

脉络。1956 年 1 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

认为：“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为之

则“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图书经费并加以合理使

用”，要设法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同时应“极

大地改善外国书刊进口工作”，并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

配。”面对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各项建设发展事业，周恩来认为不

但要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地区建设和发展图书馆，也应该在文

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建设和发展图书馆，而且后者需求的迫切

性更大一些。为此，周恩来特别指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要

适应新文化建设的高潮，每一个县区，要做到村村有书，社社有

馆。”这些思路和想法对于从根本上改变当时我国农村地区落后

的文化现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扩大我国图书馆的教育

职能，促进我国的图书情报信息工作，周恩来明确指出要“采用

科学的方法，有系统地将重要信息资料整理出来，为全国经济

建设做好服务。”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到文革前期，我国各级

各类图书馆已累计编写和出版全国性的书刊联合目录达三十余种，

地区性联合目录达三百余种，这些目录编撰工作对于我国图书情

报资料逐步实现信息化和网络化管理打下了坚实而稳定的基础。

其次，周恩来具体批准建设了云南大学图书馆、提升改造了

北京图书馆。1955 年 4 月，周总理到云南大学视察，当看到这所

西部高校连一个像样的图书馆都没有时，他鲜明指出：“应该有

个好的图书馆，能够代表新中国发展的气派和新中国边疆的文化，

这样也可以为边疆研究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因此提议为云南大

学盖个图书馆。l961 年，拥有九个大型图书阅览室的云南大学图

书馆正式落成并向广大师生开放，为莘莘学子和知识分子游弋知

识的海洋和汲取科学的营养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科研场所。周恩

来也始终将图书馆建设看成是衡量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关键标志。

1975 年 3月，为了提升我国图书馆的建设水准，在他的关怀与支

持下，北京图书馆的改建扩建工作得以顺利提上日程，新的馆址

设在紫竹院公园旁，且 终于1987年落成（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

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这座独具规模的现代化图书馆

的落成，使我国向图书情报信息大国跨越了一大步，对此，周恩

来可谓是功不可没。

再者，在文革时期，周恩来为保护各种珍贵文化图书资料免

遭破坏发挥了关键作用。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

后，大量文物古籍遭到严重破坏。针对这种恶劣情势，1967 年 5

月，周恩来坚决提议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

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使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免遭破坏和损失。

1971 年 4 月，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深刻指出：“图书馆

担负着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重要任务”，因此要“加强对图书

馆的领导，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针对当时很多图书馆停止借阅

的状况，他要求“要积极整理藏书，恢复借阅”，并且加强对人

民群众的“读书指导”，而且要放宽眼界，对于“书店里中国和

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的极左现状进行扭转改变。周恩来高瞻远瞩，

呕心沥血，对于“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图书情报信息工作

进行了及时的拨乱反正，并且指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与改革方向，

为我国图书馆发展建设工作树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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