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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周刊

【684位名家大师登台开讲】

市民文化大讲堂以“鉴赏·品位”为主题，以“弘
扬人文精神，发展公共文化，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城市
品位”为宗旨，立足提升市民的文化品位，着力打造富
有深圳特色的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文化。

大讲堂以广大市民的需求为导向，内容既兼顾大众
化、通俗化，又注重学术性、前瞻性，涵盖了时事热
点、生态环境、文学艺术、休闲文化、军事、科学、心
理、教育、法律、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先后邀
请 !"#位嘉宾登堂主讲。他们中既有汤一介、李欧梵、
陈鼓应、成中英等皓首穷经的学者，也有易中天、于丹
等学术名人；既有王蒙、金庸、白先勇、莫言、二月河
等蜚声文坛的作家，也有姜昆、谢芳、郑小瑛、王刚、
陈佩斯等演艺名人。讲座内容系列化，即每月设定一两
个主题，根据主题组织系列讲座，使观众得以系统地了
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知识。市民廖先生对科普讲座情有
独钟：“通过专家演讲以及现场的实物展示，我增加了
对 $%打印技术的了解，并且被它的神奇深深吸引了。”

大讲堂还创新了讲座形式，采取了表演、展示、互
动等多种辅助手段，活跃现场气氛。不少市民表示：
“在这里听课很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就学到很多新东
西。”

【市民“点菜”组委会“采购”】

举办伊始，大讲堂就走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之
路，邀请专业队伍进行宣传策划，并与市场接轨，实行
主讲人签约制。

在讲座选题上，大讲堂通过发布公告、网上征集、
电话征询、召开座谈会等渠道和方式，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讲座题目以及主讲人。组委会经常收到热心观众的建
议，譬如有人建议邀请吴敬琏先生来聊聊民生，有人希
望邀请蒋勋先生来谈谈文艺，有人则想听一听关于日本
文化方面的讲座，等等。这些意见与建议很多都得到了
组委会的采纳，变成了现实。

在讲座布局上，除了市民中心的主场之外，大讲堂
还根据辖区企业、社区的实际需求，将讲座的举办地点
放到学校、工厂、社区，在全市设立了 && 个分会场，
便利附近市民走进大讲堂。每当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分会
场讲座开讲时，学院西校区图书馆报告厅总是座无虚
席，人气爆棚，连过道也坐满了学生。

【筹备ipad版、手机版与微信】

大讲堂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传播工具，整合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资源，创新大众传播方式，放大了大讲堂的
文化声音。

《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等深圳主流媒体设置
大讲堂专版，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每场讲座作了全程
录播，周五晚首播，周六早重播。&''( 年，大讲堂电
视节目被评为广东省理论宣传“电视栏目”一等奖；
&')&年，大讲堂节目的收视率达到了 *+$,。大讲堂还
将讲座“讲”到户外，市民可在公交、地铁、楼宇等随
时随地收看、收听。

&--( 年初，大讲堂开通了官方网站，上传每期讲
座的视频和文本，搭建一个“永不落幕的文化大讲堂”。
据了解，美国加州华语广播电台主持人柯卿女士在浏览
了大讲堂网站之后，曾专门致电大讲堂组委会，称赞大
讲堂网站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希望能在其主持的节目
中播出有关演讲内容，使在美华人分享大讲堂的成果。
目前，大讲堂网站访问的人数已达到 "--万之多。大讲
堂建立了官方 ..群与微博，编印《大讲堂快报》，及
时发布讲座资讯，推进与市民的双向互动；编辑出版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讲座精选》 系列丛书，制作电子
光盘。大讲堂还拥有一个强大的铁杆粉丝群———“堂
粉”，他们自发组建了大讲堂“听众之友”俱乐部，为
大讲堂献计策、作推介、办沙龙。如今，大讲堂已构筑
起一个集现场、网络、报纸、电视、广播、图书、音
像、户外广告、会员组织于一体的立体多元传播体系，
为市民收看、收听、阅读提供了极大便利。

此外，大讲堂还将适时开通大讲堂 /012 版、手机
版、官方微信等。

【港澳台拥有数百万听众】

深圳词作家、开篇曲《走进大讲堂》的作者蒋开儒
说：“市民文化大讲堂满足了市民的精神需求，是一个
很好的创意。”

大讲堂的听众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教师、学
生、外来工、离退休人员……听讲座成了他们的生活习
惯，他们视大讲堂为学校，视讲座预告为课程表，视讲
座为功课。深大学子蔡育妮同学说：“作为新世纪的大
学生，我们不能仅仅学习课本的专业知识，更应该注重
人文素质修养。市民文化大讲堂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推
动了整个城市的学习氛围，我将继续支持大讲堂。”

市民文化大讲堂从深圳走向了全国。除了覆盖深圳
特区内外，其影响力还辐射到东莞、惠州等周边地区，那
里的一些市民也成了大讲堂的座上常客；更有湖北、海
南、陕西、山东、内蒙古、河南、广西和省内的珠海等省、
区、市有关单位组织考察团来深圳学习大讲堂的成功经
验。此外，大讲堂坚持“走出去”，先后在桂林、太原等地的
合作频道中播出，而且通过深圳卫视（! 版）落地港澳台
地区，在港澳台拥有数百万人的收视群。

在刚刚过去的 "月，广大市民“修完”了教育·励
志系列专题“课程”，现在他们又开始了 3月份法律·经
济系列的“学习”。

首创普惠文化样板 市民每周听课免费

深圳家门口能听“ ”
黄发玉 王 敏 林坤城

“课程表贴在书房，好奇心回到胸膛，又是一

个学生时代，喜气洋洋走进大讲堂……”每当讲座

开讲之际，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会场里就响起了这

首清新明快的开篇曲《走进大讲堂》———这已然成

了广大市民享受“文化盛宴”之前的一道例行“开

胃小菜”。

作为一项大型公益文化活动，深圳市民文化大

讲堂自 2005年 6月至今年 8月，累计举办了 730

场精彩讲座，场场爆满。市民无需预约、无需购

票，随时随地可以听讲名家大师的文化课程。据不

完全统计，大讲堂现场听众累计超过 26万人次，

收听讲座的间接受众达近亿人次。2009年，大讲

堂荣获文化部“第三届中国文化创新奖”；2010

年，被列为“文化部中国十大文化创新工程”，并

于 2011年成功通过“国家文化创新工程”的复

检，被评为“深圳市全民读书示范项目”。大讲堂

为全国创造了一种文化全民共享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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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有亮点 届届有创新

社会科学上街传递“ ”
莫大喜 黄柏生 林坤城

8月中旬，深圳市民迎来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社科文化“嘉年华”———深圳第十一届社会科

学普及周：中心书城的“生活大百科”大型义务咨询活动热闹非凡，京基 100大厦里的鉴宝

现场人气火爆，广电集团怡景基地演播厅里演讲比赛激烈……

2003年以来，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坚持“年年有亮点，届届有创新”。11年来，社科普

及周犹如春雨润物，滋养着这座城市的主流文化。

让人文精神渗入千家万户，让学者与市民沟通交
流，深圳社科普及周坚持以市民为主体，贴近市民，
走向市民。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王晓认为：“深圳
在社科普及方面多年一直坚持‘三贴近’原则，调动
各方力量，让社科精神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
种做法和经验值得在其他城市推广。”

本届科普周，在“生活大百科”大型义务咨询活动
现场，深圳市 &! 个学会（研究会）开设“咨询摊位”和
“展示台”，组织有关专家就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法律

纠纷、证券投资、财务管理、婚姻家庭、心理卫生、青少
年教育等市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市民答疑解
惑，并向市民派发社会科学普及宣传材料。每个摊位前
都围满了热心市民，深圳物业管理学会的物业管理师
们忙着向市民介绍深圳物业服务行业现状和业主维权
知识，深圳妇女发展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忙于提供妇女
权益、家庭教育以及亲子关系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深圳
保险学会的工作人员则详细向市民普及人身、财产保
险的承保和理赔知识……市民李先生一边参观一边咨

询，并带回不少自己所需的宣传材料：“今天的活动非
常好！有很多物业管理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小区一些常
见纠纷的解决办法，让人受益匪浅。”除了普通的社科
知识之外，深圳市新政策和新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市
民的关注。深圳市应用经济研究会会长钟若愚教授说：
“生命健康产业，是深圳一个新兴的未来产业。因此，我
们专门做一个深圳生命产业发展政策的介绍，向大家
提供咨询服务。很多市民对此很关心，很感兴趣！”

作为本届科普周的新增项目之一，“文物赏析与
鉴定”讲座与文物鉴定活动邀请了文物鉴赏方面的权
威专家组成鉴定团，为市民免费开展文物鉴定活动，
受到了广大市民尤其是文物古玩爱好者的欢迎。

创办以来，深圳社科普及周立足现实，立
足当前，紧扣着时代的发展脉络。今年，党和
国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目标，最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也正如火如荼举行之中。本届社科普及周便以
“中国梦·圳能量”为主题，相应开展了“中国
梦·圳能量”市民论坛科普周专场、“共筑中
国梦”基层宣讲、“中国梦·圳能量”演讲比
赛和“中国梦之路线篇”主题知识竞赛等系列
专题活动。
“中国梦·圳能量”演讲比赛是本届科普周的

一大亮点。*'名来自深圳各行各业的决赛选手，
把对“中国梦”的理解与自己深圳工作、生活、
学习中感受到的“圳能量”结合在一起，讲述了

个人的理想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畅想民族
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岁的老工程师刘学光
与大家分享了他在事业上永不言退的勇气，深圳
地铁集团新入职员工徐畅介绍了他在深圳追梦的
经历，小学语文教师王金杰则讲述了他的“教育
梦”。“选手们都很好地展现了自己在深圳追逐
‘中国梦’的内心激情和感动，这正是来自各行
各业、实实在在的‘中国梦’！”评委、深圳大学
艺术系副教授王婷说。

而历届社科知识竞赛更是清晰呈现了社科普
及周的时代特色，如 &''3 年题为“复兴之路与
创新之城”，&'*' 年题为“新起点·新发展———
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 周年”，今年则题为
“中国梦之路线篇”。

用“圳能量”诠释“中国梦”

历届的深圳社科普及周，也彰显出了特区敢为
人先、锐意创新的精神气质。

在 &''(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的“深圳城市人文精
神电视暨网络辩论赛”中，选手们展开了深圳城市人
文精神的热烈讨论。当时，《求是》杂志副总编夏伟东
在点评时说：“辩论赛的水平高，思想含量足，令人回
味无穷！如果把辩论双方的辩词加以整理，便可以成
为一本关于城市人文精神的优秀理论著作。”

&'*' 年，深圳第八届社科普及周举办了“地
方文献专题展”。泛黄的《宝安县志》、第一期《深
圳特区报》 （试版）等深圳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
献，琳琅满目。许多市民参观后表示：“我们虽然
在深圳待了这么多年，可对特区的历史还是了解太
少了。通过这个展览，我们对于深圳历史、深圳观
念有了新的认识。”

&'** 年，深圳第九届社科普及周“纪念辛亥
革命 *''周年———《辛亥革命在广东》”展览展出了
#'' 余张照片、*4' 余件 （套） 实物和文献，生动
再现了波澜壮阔的辛亥历史画卷，其中深圳三洲田
起义的文献，则勾勒出了深圳地区那一段鲜为人知
的历史风貌。

而 &'*&年深圳第十届社科普及周的“广东精
神·深圳观念”大型图片展，则多角度诠释了“广
东精神”和“深圳观念”的深刻内涵。作为“深
圳观念”的形象表达，这些摄影作品都来自一线
摄影记者的精彩记录，其中有历史见证、有典型
人物、有生活瞬间，真实地呈现出了深圳特区这
片热土上最有价值的人文景观。

回望历史才能迎接未来

市民文化大讲堂座无虚席。 齐洁爽摄

深圳影视界人士刘健民、郑凯南和吴启泰 （从左到右）

相聚市民文化大讲堂。 齐洁爽摄

中国东方歌舞团艺术总监、副团长陈维亚作客深圳市民

文化大讲堂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国家一级演员雷恪生为深圳市民

作精彩演讲

深圳第十一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闭幕式

社会科学普及周的展位人气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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