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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齐鲁大讲坛：

一所没有围墙的
社会大学
本报记者 郭静

大讲坛成为市民

“精神大粮仓”

最近，济南市民陈亮得知年
前停办齐鲁大讲坛后，感觉很失
落。“早就习惯了每隔一周就去
听讲座，还结交了不少‘坛友’。”
他们都是齐鲁大讲坛的忠实听
众，只要有空，每场必到。每次看
到齐鲁晚报上有关大讲坛的预
告消息，他们就互相打电话，相
约一起到场。

去年12月24日，省博物馆报
告厅中气氛热烈，500多名听众
聆听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
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的
讲座，讲座的主题是“中国如何
应对世界变化”。长达两个小时
的讲座结束后，丁一凡又回答了
现场听众的提问，“有的问题很
专业，可见这些听众是用了心
的。”丁一凡感叹。

2011年7月3日，清华大学彭
凯平教授主讲幸福话题时，正值
暴雨，主办方一度担心因为天气
原因冷场，但出乎意料的是报告
厅内座无虚席，甚至不少人在过
道里站着听讲。

同样的情况又在两个多月
后一场讲座中重现。当年9月17
日，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主讲化
解社会焦虑话题，当天恰逢强降
温和降雨，但不到开讲时间，场
内已经爆满了。

“大讲坛是咱自己的大讲
坛，为学习要来，为捧场也要
来，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我们
都 很 感 激 能 有 这 个 公 益 的 课
堂。”陈亮的话代表了听众的心
声。

“求知若渴。”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黄泽存认为，开坛布道，传
播新知，齐鲁大讲坛正成为市民

的“精神大粮仓”，这正满足了公
众学习知识的文化需要，也顺应
了文化强省的时代需求。

为保持公益性

拒绝商业操作

齐鲁大讲坛的前身是齐鲁
讲坛。

2005年初，省委宣传部、省
社联联合主办了齐鲁讲坛。2010
年，齐鲁晚报正式加盟，以“搭建
思想平台、共享精神财富”为宗
旨，联合打造齐鲁大讲坛。之后
不久，山东大学也加入，齐鲁大

讲堂的视野更为广阔。
“齐鲁晚报读者面广，影响

力大，利用这个平台有利于扩大
大讲坛的影响力和大众知名度，
而山东大学则具有丰富的专家
资源，学者跨越‘高校围墙’，踏
入社会讲坛，推动学术服务公
众，更加突出了齐鲁大讲坛大众
化、社会化的特点。”省社科联副
主席薛庆国说。

这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
学”内，听众身份众多，既有机关
干部，也有高校学子，还有社会
各界的普通人士，甚至包括不少
打工者。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永巨
是大讲坛的忠实听众，只要有
空，就带领部分机关干部参加讲
座。高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万
丽只要没有公务，几乎每场都来
参加讲座。

“没有人群限制，无门槛限
制，谁都可以来听，只要你愿
意。”省社科联科普部部长张洪
琪表示，并且为了方便大多数有
学习热情的人参加，讲座时间安
排在周末，地点相对固定在山东
博物馆报告厅，每月两期，统一
标识。

随着齐鲁大讲坛声名鹊起，
也有些企业主动找来要求冠名
投资，但是均得到婉拒。“有了商
业行为，大讲坛的公益性如何确
保？若不能确保公益性，那大众
化如何体现？这点不能含糊。”薛
庆国说。

凡是百姓关心的，

讲座都能听到

陈亮见证过李肇星那一场
的火爆场面，过道里都挤满了
人，门口依然有人拥入。那天，他
是坐了凌晨三点的火车赶到济
南的。而这仅仅是大讲坛火爆现
场的一个缩影而已。

“大众的学习热情和潜力
是很强的，”张洪琪感慨，在大
讲坛升级之初，主办方对于讲
坛的定位进行了多次探讨，并

前往全国各省市进行调研。“最
后确定为要办成真正的‘大众’
讲坛。就是要让老百姓有自己
学习的去处，从而培养大众的
学习习惯。”

2011年9月1日，省旅游局局
长于冲登上齐鲁大讲堂，讲了一
场休闲与人生为主题的讲座，他
轻松风趣的语言，饶有情趣的讲
述，引起现场热烈的反响，掌声
不断。

“于局长讲，休闲不是游手
好闲，会休闲才会成功，休闲带
给人的精神愉悦是用多少物质
也换不来的，它是人生的重要组
成部分。”陈亮至今清楚记得当
时于冲的一些理论。听完这个讲
座后不久，他就带着妻儿去了云
南旅游。

精选每场的主题和嘉宾是
主办方的重要工作之一。2011年
3月，2011年度“齐鲁大讲坛”暨
“调研山东(2011)”选题会在济南
举行。齐鲁大讲坛主办方邀请专
家学者就大讲坛今年的选题内
容进行了充分讨论。除了集中的
选题会，省社科联、齐鲁晚报专
门成立了选题小组，广泛发放听
众意愿调查问卷，开通听众热
线，齐鲁晚报网开设专栏，听取
各方意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话
题。

“选题范围涵盖了政治、经
济、历史、伦理、教育、传统文化
等热点、难点问题。”杨宗杰说，

“一句话，只要是大众需要的、时
代需求的，都可以在这里听到。”

有省外听众

专程坐火车赶来

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历史学
家许纪霖、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
嵘、青少年教育专家孙云晓、军
事问题专家尹卓……在齐鲁大
讲坛的主讲嘉宾名单里，名家大
师不时出现其中。

“遴选主讲嘉宾则有三个原
则：知名度高、影响大、讲得好。”
薛庆国说，这些不同领域内的专
家也很重视大讲坛的讲座，“提
前预约题目，精心准备讲稿，现
场通过视频、图片、数据等展示
手段增强说服力和吸引力，使许
多听众带着问题进场，满载收获
离开。”

主讲嘉宾与听众的现场互
动，也是大讲坛的鲜明特色。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文素
养，齐鲁大讲坛影响力和辐射范
围逐步扩大。一些外地甚至外省
听众也经常自发赶来。河北省南
宫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傅学磊
一次出差途中，在飞机上从齐鲁
晚报看到于建嵘的讲座预告，特
意带着3位乡镇领导赶到齐鲁大
讲坛现场。

“齐鲁大讲坛已经成了普
及社科人文知识、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和
优秀品牌。”省委常委、宣传部
长孙守刚说，它对于促进社会
和谐，推动文化繁荣发挥了积
极作用。

听众一边听讲座，一边认真做笔记。（资料片）

偶然听了一场“宗
教·人生·和谐”的讲座
后，济南市民陈亮的生
活便发生了变化。每隔
一个周末，他就跟妻子
一起带着上高中的女儿
去听讲座，一家人成了
齐鲁大讲坛的忠实粉
丝。在济南，像陈先生这
样固定的“坛友”还有很
多，齐鲁大讲坛已然成
为市民们周末学习的好
去处。

自2010年由齐鲁讲
坛升级为齐鲁大讲坛
后，据不完全统计，讲坛
主坛已举办30多场高端
讲座，各地分坛举办960
多场各类普及型讲座，
总受众高达1000多万人
次。齐鲁大讲坛因而被
称为一所“没有围墙的
社会大学”。

2011年7月3日，著名心理学家彭凯平（左二）的讲座结束后，被热情的听众团团围住。（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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