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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接地气”问题，过去是、现在是，一直是宣传和

传播的现实问题，也是方法、技巧和宣传思想的问题。像周

恩义那样做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就能联系更多群众，把

好理论传播开来。这样的理论宣讲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如

果宣讲不能大众化，就收不到最好效果。

■有话直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
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美奋斗者”周恩义就有“把理论
变成家常话”的本事。周恩义曾任辽宁
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退休后坚持深入社区、学校、机关
单位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提起周恩义讲
课，68岁的老党员孟庆贺说：“他讲课从
来不用稿，尽是大实话，干巴巴的政治
理论让他讲得通俗易懂，俺们都爱听！”
在职时，每次党员理论培训前，周恩义
都带着部里同志深入城市社区和农村田
间地头，征求群众意见、商讨培训内
容、了解百姓所需。理论变成了百姓听
得懂的语言，加上内容针对性强，讲课
方式如同拉家常，农村党员听得津津有
味，培训班规模越办越大。群众编了句
顺口溜：“理论变成家常话，党的政策传

万家。”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最伟大的真

理是最平凡的真理。”故弄玄虚、哗众取
宠、堆砌辞藻、高高在上，晦涩难懂
的真理，从来就不是好真理。好真理说
的是群众想说的话，讲的是群众听得懂的
理，关心的是群众的生活、群众的疾苦。
真理越是“大白话”、大众化，越是大智若
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大雅若俗，离群
众更近，与群众感情更深，最终才能被群

众掌握、被群众利用。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毛 泽东同志是一位讲“大白话”的高
手，解放前那些文盲都能听得懂，听得
进去。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毛泽东一
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胜过了任何
大道理。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让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起来
的重要性。一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
葛亮”，让领导干部清醒：群众中蕴藏着

无限智慧。一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说明必须深入群众。

理论“接地气”问题，过去是、现
在是，一直是宣传和传播的现实问题，
也是方法、技巧和宣传思想的问题。像
周恩义那样做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
就能联系更多群众，把好理论传播开
来。这样的理论宣讲才有意义，才有价
值。如果宣讲不能大众化，就收不到最
好效果。

理论宣讲，贵在“放下架子，放低
身段”。这是功夫，这是感情，这是学深
悟透，这也是能力，这更是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艾思奇故居时
指出：“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
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
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
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
一重要指示为理论宣讲指明了方向，提
出了要求：必须贴近群众、走进群众、
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

理论宣讲贵在大众化、通俗化
□唐剑锋

“真切塌了”“就哉哇”……作为晋方
言的代表，太原方言的词汇极其丰富，语
言发音也生动活泼。不久前，由太原市文
化馆（太原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创
办的太原方言博物馆在太原古县城里正
式落户。（1月30日《山西晚报》）

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属于民族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便在普通话早已成为

“官方语言”，并被大力推广的情况下，具
有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的方言仍有其保
护和传承的文化价值。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的“保
护传承文化遗产”章节中明确提出“大力
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
传承方言文化”。

语言学家刘半农曾说过：方言是一
种“地域的神味”。既然方言为地方语
言，属于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的生活交
际用语，毫无疑问会承载着民众的情感
粘连，地方的风俗、文化及艺术都以方
言为基础。在乡愁成为一个高频词汇的

当下，在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
天，为方言留下一席之地，让听觉上的
乡愁能勾连起更多的文化记忆，自然也
是当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传承方言，留住文化之根！太原方
言博物馆在古县城里落户，不仅是方言
保护的重要途径，更是传承方言、打捞
乡村的载体。该博物馆展示了太原方言
保护成果，通过视频、声音、表演等形
式，展示了太原方言的丰富多彩，能让
置身于馆内的游客感受到浓浓的乡音，

收获妥帖的地域情感体验。而把方言保
护融入展现地方活态文化的非遗传承保
护中，是一次大胆实践，也是一次有益
探索。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底色。当一声声
乡音在耳畔响起，很多人的心头都会涌
上故乡泥土的芬芳。笔者希望，在保护
与传承方言的进程中，更多的地方能够
建设方言博物馆，让方言博物馆开启人
们听觉上的乡愁记忆，在乡音俚语的亲
切感中增强地域文化的情感归属。

方言博物馆：增强地域文化情感归属
□樊树林

《百喻经》 是鲁迅
先生最喜爱的佛经之
一，它以寓言故事说佛
法义理。《百喻经》 中
有一则“三重楼喻”，
说的是某人欲造三层小
楼，却不欲造下面二
层，而追求“必可为我
作最上者”。

当下在互联网上
“造楼”者不计其数，期望一夜之间成为网
红，霎间获得十万、百万，甚至千万粉丝，而
且可以一直红下去。

投其所好，声称有秘诀、教授快速成功者
如过江之鲫，其快餐式的教法中集中于技法，
似乎一技可以克千障，梦成不难。

确实有人这样快速博得了眼球，毕竟空灵
的互联网有了过去不曾有过的造虚楼的条件。
但是，有时造得快垮得也快，因为，“一层二
层”要的是坚实的地基，它包括人的法律意识
和伦理修养。

甘肃积石山地震发生后，某网红口出此
言：“这关我什么事？”闻此，网民不答应
了，纷纷批评其人无起码的同情心。这种来
自民间的舆论压力，并不具有审判的功能，
但它是一种来自人心的伦理力量，谁违背了
也不行。

这位网红及时道了歉，表示是无心之语，
但负面效果远超所料。实际上，无心之语恰恰
反映了“一层二层”的重要性。一个媒体人在
网上发声，这是一种面向公众的行为，根据权
利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哪怕无心之语也要担
责。这种强烈的、随时随地的公信力意识，作
为基础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它需要像打
屋基一样，认真而扎实地去养成，做到能够自
觉遵守，能够哪怕在直播的条件下，百变应答
而不逾矩。这个矩是公序良俗之矩，在这片土
地上生于斯长于斯，植根于人心之中，谁冒犯
谁碰壁。

其实，互联网上的春风得意，需要做上上
功，下苦苦力。上，个人素质要不断提升，教
人一分，自我须蓄积三分；下，练就复杂环境
下的真功夫，任何情况下不受诱惑、不放纵自
我。很多成功者在述及自己网络之途时无不感
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就对了。没有责任
感和伦理观的人一般不爱惜羽毛，图一时之快
而不顾众口之铄。

网红接受批评和监督，这是在上网之初就
应该建立的“一层二层”意识，谁也没有可能
总待在华丽的“三层”收获喝彩。古语讲“事
不如意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有了错
误，出了瑕疵被人批评，当然不会痛快，但这
就是互联网生态的正常组成部分。下去暗自查
找原因、补足短板，这是智者所必经之痛，也
是强基之举。

古人把义理化于寓言之中，这是比单纯
说教更具草根性的智慧。厚重感有时起于
轻阅读，网红们在“造楼”时不要忽视了
读古、思古、借古于日常的泛读，哪怕你
并不信佛，读读 《百喻经》 这样的书亦开
卷有益。

也谈互联网的“造楼”
□江作苏

说起播客这个依托网络兴起的音频
新事物，或许很多人至今还不大关注。不
过，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它以其自身的特
色异军突起，悄悄地影响着很多人的文化
生活。

据媒体近日报道，去年，中文播客用
户破亿，评论近2亿字；截至去年10月，仅
小宇宙平台上播客节目总数已逾7.5万台，
用户总收听时长累计超8.7亿小时……从
2020年到2023年，中文播客的数量增长了
6倍。小宇宙和喜马拉雅平台的节目数量
分别超过7.5万台和24万档原创节目，展
现了播客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据悉，
喜马拉雅目前拥有的创作者数量已经超
过了1351万。阅读文化类播客数量及互动
指数同步上涨，多家出版机构纷纷入驻，
成为书业开拓“耳朵经济”的新尝试。

不得不说，随着人们听“有声书、有声
剧、相声评书、大师课、亲子儿童故事、播
客”的文化习惯的养成，“听”已经成为更
新潮健康的生活方式。听书作为读纸质书
的有效补充，已经深层次渗透到了很多人
的生活。由此，播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播客在国内兴起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情。由于主打优质的慢内容，它正在成为
很多人上班途中、晚间休息前的必选项。
眼下，播客用户呈现“三高”情形：高学历、

高消费能力、高一线城市占比。据前不久
发布的《CPA2024播客营销白皮书》显示，
播客用户有89.1%的本科率占比，月均消
费达 7694.5 元，其中 50.3%的听众来自一
线城市。这些用户都有较强的消费能力，
对生活充满了思考，渴望以音频节目抚慰
心灵、拓展视野、深度聚焦某一类领域，而
不是一味沉浸在短视频“狂轰滥炸”的信
息飞驰中。这样的深度黏性，显然是其他
新媒体少有的。

应当说，播客这种以输出音频内容
的新媒体，天生就与图书、出版、文化
高度契合。出版机构作为优质内容的生
产机构，进军播客有着独特的优势，不
仅可以借助播客，展示自身出版的最新
图书，也可以就某个读者关注的话题，
进行轻松愉快的深度聊天。这些都对相
关图书的有效推广、有效销售起着较大

的作用。更何况播客的用户，很多都在
各自领域里具有影响力，会影响周边人
群的文化选择与文化消费。

面对如此高黏性、高文化水准、深度
垂直的用户呼唤，一些深谋远虑的出版机
构抢先在这个赛道上进行尝试：有的以自
己的名义开设频道，推出原创节目；有的
与其他机构或个人合作制作节目。越来越
多的出版品牌入局音频播客，在喜马拉
雅、小宇宙、荔枝播客等平台上展现音频
优质内容。如中信出版集团的播客《跳岛
FM》、单向空间的《螺丝在拧紧》、看理想
的《八分》、活字文化的《活字电波》、读库
的《读库立体声》、读客的《惊奇》等等。

中信出版集团旗下文化品牌“大方”
出品的播客《跳岛FM》在2020年3月就已
在喜马拉雅上线，其定位为“一档文学主
题播客，一份可以听的文学杂志”。每期邀

请作家、学者、文化人士围绕文学作品对
谈文学写作和文化现象，几年来用户已近
50万。看理想在喜马拉雅上已制作多档播
客节目，其中由梁文道主持的播客《八分》
播放量已超过1.72亿。不过，据笔者观察，
相当多的出版机构还在观望这一新生事
物，或没有来得及进入这一新赛道。

那么，出版机构做播客是否会提升图
书的销量、拓展生存空间呢？回答是肯定
的。笔者以为，关键还在于精心的策划与
内容输出，能唤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比如

《跳岛FM》播放量超13万的节目《梁永安
&杜素娟：“年轻人社恐是件好事”》，从一
代人的精神证候切入，分析德国作家黑塞
的小说《荒原狼》等，引发网友热议。节目
中提到的相关图书热度也随之升温，为后
续推广打下了认知基础。

可见，优质、定位精准的出版播客会
对相关图书有所拉动、有所铺垫，是出版
机构产品矩阵以有声书形式进行的品牌
延伸、价值再造、读者再联。而经用户反馈
的重要话题，还会成为出版机构的选题储
备。当然还会让用户成为读者，反过来购
阅原书。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仍处于发展中的
播客，或许是出版业撬动图书市场、拓展
商机的一个新机遇。

让播客成为出版业发展的新赛道
□赵强

不客气地说，现在，网上不仅存在格调不
高的内容，而且存在差错不断的问题。差错之
多、差错之乱，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

这些差错，有事实方面的差错：有的凭空
捏造，有的似是而非，有的张冠李戴，有的主
观想象，搞错人名、地名、职务、籍贯、年代
的也不在少数；除此之外，写错字、用错典、
说错话、语法混乱、逻辑不通的，也是俯拾
皆是。这些差错，在一般的文字叙述中有，
在网民评论中有，在口头解说中有，在短视
频字幕中也有，其中许多差错错得明显、错
得离奇、错得毫无道理，尤其是引用古代诗
词方面的更是错得离谱，让人无法理解。这
些差错对知识欠缺、缺乏鉴别能力的人，极
易造成错误的影响。

互联网上差错多，是有多种原因的。互联
网发表门槛较低，谁都可以上网，谁都可以在
网上阐明立场、发表看法，抒发感情、点赞打
赏，在这个有一定“自由度”的平台上，无论
文化程度高低，谁都可以随意发声，而基本不
受限制。这样一来，事实上的差错、观念上的
差错、文字上的差错，就都有了可乘之机，而
且肆无忌惮地“登堂入室”。

减少乃至最终消灭网上的差错，是时代发
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体网民的迫切愿望。

如何减少网上的各类差错呢？这是个系统
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打持久战。

当前，在网上建立纠错机制势在必行。有
关部门不但要纠正政治上的差错，不让黄色
的、淫秽的东西“露头”，而且要分出一部分
精力来防范、纠正其他方面的差错。

我们不妨引入奖惩机制：对不断制造差错
的，要给以警告、批评乃至其他处罚，对敢于
纠错、勇于纠错、有立功表现的，要给以适当
的奖励，进而在网上营造出错可耻、纠错光荣
的浓厚氛围。这件事操作起来会有一定的难
度，但如果有关部门和全体网民共同努力，就
可以逐步解决。

网上差错何其多？
□庄电一

优质、定位精准的出版播客会对相关图书有所拉动、有
所铺垫，是出版机构产品矩阵以有声书形式进行的品牌延
伸、价值再造、读者再联。而经用户反馈的重要话题，还会
成为出版机构的选题储备。

■观察

据媒体报道，为营造喜庆祥和的春
节网上氛围，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开展为
期1个月的“清朗·2024年春节网络环
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春节期间网民
常用的平台环节和服务类型，集中整治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生态突出问
题，切实净化网络环境。

网络空间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平台生态健康需要各方携手努力、共同
推进。真诚呼吁广大网友自觉遵守相
关规定，发布向上向善的内容信息；欢
迎广大用户积极举报平台内的违法违规
问题。大家携起手来，织密健康保护网。

视觉中国

净化网络环境
保障快乐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