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遇到到评评书书般般的的讲讲座座，，想想拒拒绝绝也也难难
提升百姓讲座的人气，济宁市群众艺术馆下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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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泷

讲座像听评书似的
过道里加椅子也坐不开

不少市民路过运河文化
广场时有了新习惯，习惯性
地抬头看看济宁市群众艺术
馆的电子显示屏，因为上面
提前公布百姓讲堂的主讲专
家，如果这期主讲人自己感
兴趣，那得提前调配一下时
间。

“遇到人气高的专家，过
道里加上椅子都坐不开。”说
起现在的受欢迎程度，纪文
杰说，这种景象有点出乎意
料。当初百姓讲堂的受众并
不多，四五十人的讲堂多数
时候坐不满。现在的文化类
公益讲座较多，进不进门起
初全凭兴趣。

这类讲座成功与否，主
讲人起着决定性作用。纪文
杰介绍，馆里邀请主讲人时
特别慎重，主讲的内容要大
众化，要让老百姓觉得有意
思。像济宁的民俗专家张培
安，讲任城、曲阜这些老地名
的由来；书法名家郑志群讲
济宁的汉碑文化。

“讲得内容接地气，像听
评书似的，传统文化就在潜
移默化中传播着，而且效果
越来越好。久而久之，百姓讲

堂的受众越来越广，有时候
过道里加上椅子都坐不开，
许 多 忠 实 听 众 来 了 没 地 方
坐。”纪文杰说，有的出门在
外赶不回来，碰上喜欢的讲
座只能干着急。

增加讲座的黏性
主讲内容网上免费阅览

讲座完了，如何延续讲
座的余热，增加讲座的黏性？
济宁市群众艺术馆也做了尝
试。

讲座结束后，把主讲人
的主讲内容整理出来，不仅
放到网上免费阅览，还会印
一本传统文化小读本。

受众面越来越广，纪文
杰考虑让百姓讲堂走出艺术
馆，不再仅仅局限于四五十
人的多功能厅。从去年开始，
每期讲座都进行网络直播，
群众艺术馆会在开讲前通过
各种平台发布讲座信息，然
后在网络平台上直播，“点击
率出乎意料得高，每期都有
一两千的点击率。”纪文杰
说。

拓展讲座趣味性
增加互动、体验内容

听众越来越多，需求也
更加多样化？百姓讲堂的讲
座内容也不断扩容，从传统

文化拓展到养生、摄影、绘画
等方面。

纪文杰又考虑增加讲座
的趣味性，让馆内的文化活
动不只局限于听、看，要有更
多的互动和体验内容。

从去年开始，济宁市群
众艺术馆副馆长、市非遗保
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樊云松和
非遗传承人们沟通，决定在
艺术馆内开辟一个非遗传习
基地，“这是一个开放的平
台，让老百姓们有机会近距
离接触非遗文化。”樊云松
说。

樊云松介绍，传习基地
从7月底开始面向公众开放，
邀请剪纸传承人张跃广、泥

塑传承人刘瑞东等数位传承
人长期进驻基地，“基地的传
习不设任何门槛和费用，只
要传承人有时间就可以来；
只要市民们感兴趣，开门了
就可以进去听，可以跟着传
承人们动手学一学。”

“这个平台太好了，从7
月份我已来讲了七八次了，
有 的 传 承 人 比 我 来 得 还 频
繁。”刘瑞东说，因为是一个
完全开放的传习平台，传承
人和市民们可以自行联系来
开讲，甚至一些泥塑、面塑的
同行都来切磋交流，“大门的
钥匙我们配了2 0多把，愿意
来的传承人就配发一把，鼓
励他们多来。”樊云松说。

“遇到人气高的主讲人，过
道里加上椅子都坐不开。”说起
现在的百姓讲堂，济宁市群众
艺术馆馆长纪文杰说，这种受
欢迎程度有点意外。现在的文
化类公益讲座较多，听众进不
进门全凭兴趣，如何吸引听众，
艺术馆做了不少尝试，不仅把
主讲内容放到网上免费阅览，
还增加了讲座的互动和体验内
容。

传承人张跃广展示他的剪纸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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