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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短视频平台频出“限高令新政”
的相关视频，称“有内部途径，被限制高消
费人员不用还款也能正常买机票、高铁
票”。视频发布者中，不乏被认证为律所及
法律咨询公司的账号。

“限高令”旨在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公
平正义。然而，短视频平台上出现的所谓

“限高令新政”相关视频，却公然打起了歪
主意，妄图给“限高令”撕开一道非法的
口子，这一乱象着实令人愤慨，亟待严管
整治。

无论是发布此类信息的“工作人员”，
还是寻求非法途径突破“限高令”的被执
行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
时，短视频平台也不能置身事外，要切
实履行好内容审核的主体责任，利用技
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及时
拦截、删除这类打着普法旗号实则违法
诱导的视频，对发布此类视频的账号进
行封禁处理，从源头上切断这类不良信
息的传播链条。

（12月16日 华声在线 杜才云）

短视频岂能
公然挑战法律权威

中国青年报社一项调查显示，对于产品
功能、质量好坏的评判，超四成受访者直言
相比家人，老人更信任主播。

眼下，不少老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甚至
“两眼一睁，看到熄灯”，在直播间购物也
屡见不鲜。从养生保健、低价珠宝到古
玩文玩，一些老人对“一眼假”的商品
深信不疑，甚至“跟着了魔一样”。对
此，各界已有共识：监管与关爱需双管
齐下；陪伴和沟通才是“良药”。如何实
操？想起脱口秀演员小鹿曾调侃自己的
妈妈“全职在刷短视频”“短视频里说啥
她都信，我说啥她都不信”。为此，她觉
得自己要先拍一个短视频、上传，再转
发给她。这固然是玩笑，但也提供了一
种 思 路 —— 老 年 人 有 主 见 ， 正 面 硬

“刚”不行，只有适应他们的喜好才能让
他们愿意听、听得进。既然老人信任直
播、短视频，那以此为形式的引导、科普
可否再多些？

（12月13日 《广州日报》 夏振彬）

用科普直播
“打败”坑老直播

科技传播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科技成
果能否快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进而影响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要想建立一个完善的、负责任的科技
传播体系，就应该从政府的高度进行统一
规划和设计，组建一个科技传播体系，将
政府新闻管理部门、各大科技媒体组织、
各类专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各种教育
培训组织、专业学会、科技出版机构、科
技咨询服务机构等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组织
机构作为核心成员，建立日常沟通联动机
制，规范科技传播行动条例，促进科技传
播的社会效能的发挥，实现通过科技传播
促进社会发展的效应。

建立可量化的科技传播指
标体系

要构建运转良好的科技传播体系，在
实践层面就必须建立一套可量化的科技传
播指标体系，这对于提升我国科技传播能
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全面提升社
会各界的科学素养也有着重要作用。

传播者系统，是指对科技信息进行探
索、整理、发布和传播的机构和人员，既
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从业人员，也
包括大众科技媒介及从业人员等，他们的
规模和水平对于科技传播能力有重要
影响。其指标应包括提供科技信息的高
等院校、科技机构、企业单位、科普的微
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等的数量和质量，参
与科技传播的科学家及科研人员的数量
和质量，媒介中科技传播从业者的数量
和比例等。

传播内容系统，是指所传送的科技信
息，包括科技知识、科技成果、科技政
策、科研进展、科学方法、科技人物、科
学精神等诸多领域。其指标应包括媒介中
科技信息的数量和比例，各类科技内容的
数量和比例，科技广告的数量和比例等。

传播渠道系统，是指传播科技信息的
媒介体系，不仅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如报
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和互联网，
还包括展览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实体场
所。其指标应包括报刊开设的科技版面数
量和科技内容的比例，电台和电视台设立
的科技节目的数量、时间档和比例，科普
图书的数量和在图书市场的比例，科普场
馆的数量和使用率等。

受众系统，是指科技传播信息的接收

者。受众的素质和教育水平对科技传播的
效果有根本性影响。其指标应包括受众的
受教育水平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参与科技
活动的数量和比例，阅读科技信息和科普
著作的数量和比例，对科技信息进行互动
反馈的数量和比例等。

传播效果系统，是指科技传播活动对
受众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效果的总和，反
映了科技传播被受众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其指标应包括报刊科技内容的阅读量和阅
读率，广播科技内容的收听率，电视科技
栏目的收视率，互联网上科技内容的点击
量和点击率，科技传播内容的关注度和持
续时间，通过媒介传播推广的科技成果和
专利申请及转让的数量和效率等。

传播环境系统，是指科技传播行为能
够顺利进行的多种状况和条件的总和，涉
及国家和社会是否营造一个有利于科技传
播取得良好效果的氛围和环境。其指标应
包括立法和政府机构对科技传播发布的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数量，政府机构对
于科技传播领域投入的经费，媒介参与科
技活动的经费和投入科技传播的经费，还
应包括国家公民科学素养的指标数据，教
育体系中科技领域的课程数量，科技行业
从业者的数量和比例等等。

这些系统不可分割，互相依存，形成了
科技传播统一的整体。科技传播也是一个
过程，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环环相扣。因此，从整体出发，确立层次
化、条理化的各项微观指标，建立科技传播
的多级评估指标体系，对于提高科技传播
的整体效能意义重大。

塑造多方良性互动的传播
模式

从根本上而言，科技传播内容制造的
源头，还在于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但是，
目前我国的科技界普遍存在重科研、轻科
普的现象，而且在体制上缺少和科技传播
相结合的机制。总体来看，科技界与媒
体脱节、科研机构与大众脱节的问题比
较严重。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科技研究活
动高度密集的中心，也是科研资源高度聚
集、负责任的科技传播体系。科技传播社
会功能的发挥不是自动的，它要依托于运
转良好的科技传播系统，更需要从多角度
对现有科技传播体系进行改进，构建能够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负责任的科技

传播体系。
要建立多方良性互动的科技传播模

式，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利用好互联网
信息交互平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
用，人人都是自媒体。众多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媒体具有
快速发布、广泛覆盖的优势，成为科技信
息发布最快、影响最大的媒体集群，使得
公众、政府、媒介、专家等多方互动交流
成为可能。甚至有些媒介 （如果壳、混
知、酷玩实验室等微信公众号）通过互联
网聚集起来的专业科技工作者群体，正在
成为科技传播活动最活跃的主体，并且取
得了很好的科技传播效果，这也代表了一
种良性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改善科技传播的外部环境

要实现科技传播的良性发展，还必须
在机制上大力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利用现
有资源从事科技传播活动，鼓励广大科技
工作者积极参与科技传播活动。这些机构
和人员不仅应该积极组织和参与各项科普
活动，近距离接触社会和公众，还要向公
众及时传递社会关注的热点科技信息，帮
助公众客观真实地认识科技信息背后的含
义，承担起对科技相关事件评估的责任，
引导突发科技事件造成的社会舆论。

在科技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建立专家
与媒介的良性互动交流机制尤为重要，需
要形成一种制度保障。鉴于现代科学技
术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特点，而
且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
各个方面，这意味着科技专家应该承担
更大的社会责任，去感知公众需求，了
解公众的疑问及真实想法，进而答疑解
惑，启发新的议题设置；澄清误解，传播
真实准确的科技信息，去积极参与科技传
播的进程。

而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公众对于获知
科技信息的主动性越来越强，对于科技信
息的了解也日趋个性化。面对这种情况，
媒介也已不仅仅是科技信息传递的渠道，
更是沟通专家与公众的桥梁。要想使科技
知识得到有效传播，并真正提高公众科学
精神和科学素养，媒介和专家就必须形成
良好的协作，媒介既要把专家提供的科技
信息真实准确地传递给公众，同时也要将
公众的疑问和需求及时反馈给专家，从而
完成良性的科技传播过程。

提升科技传播者和受众的
科学素养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原有传播者
的议题设置权力随之被逐渐分散乃至失
控，更多的普通传播者参与到需要一定专
业性的科技传播过程中，科技传播者和受
众的角色互相融合并时常发生转换，许多
自媒体开始出现并蓬勃发展。各种信息开
始爆炸式呈现，由于缺乏专业传播者进行
科学的舆论引导，加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受
众“过度介入”的问题，“错读”“误读”的多
发性和突发性不断增加。要改变这种被动
局面，发挥科技传播的社会作用，必须大力
提升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和广大受众的科
学素养。我国科技传播事业要向前发展，提
高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的素质至关重要。
不少媒体的科技新闻从业者科学素养不
高，缺乏科技常识和系统的培训，更缺乏严
谨的科学精神，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当
前科技传播的发展。要提升大众媒介科技
传播者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素养，就必
须改进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的培养方法。

当前，我国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还未
形成职业化的队伍，许多从业者并不是学
科技专业出身，而是中文或新闻专业毕业，
或者是半路出家从别的行业进入科技传播
领域。而科技传播与其他领域的传播相比
有自身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对于专业知识
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媒介必须建立和完
善科技传播职业培训，以提高从业者的职
业化水平。同时，应该鼓励自媒体与官方机
构开展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科技信息
传播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有机整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部门一方面要
在财政上对科技传播媒介环境改进进行支
持，不仅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周、科技展
览等科技传播活动，还要拿出资金鼓励各
种形式的有益的科技传播行为，比如设立
大众媒介科技传播的相关奖项和发展基
金，对科技传播活动进行全方位支持；另一
方面，政府还应加大对科技传播的政策扶
持力度，在全社会鼓励形成尊重科学、相信
科学、实践科学的风尚和精神，为科技发展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张江彩系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作者阎晋系咸阳日报社高级记
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作者张蓉系
咸阳日报社记者，教育周刊编辑部主任）

高效科技传播体系助力公民科学素养提升
□张江彩 阎晋 张蓉

为什么人们常说黄金有价玉无价？
鸿门宴上，刘邦为什么送项羽白玉璧？你
知道古人是如何用玉的吗？河北美术出
版社近日推出图文并茂、史料翔实的玉文
化专著《中国玉器全集（普及版）》，想必能
带你从中找到答案。本书中收录的所有
器物都是馆藏的出土文物，书中论文也均
出自专业的文物考古研究者，有坚实的学
术支撑，且详细标注了文献来源，确保了
内容的权威性与可靠性。

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的玉
文化参考书

我国不仅在史前时期就拥有琢玉工
艺，还是全世界用玉最早的国家之一。
早在20世纪90年代，河北美术出版社就
推出了6卷本《中国玉器全集》，荣获第
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此 次 再 版 的 《中 国 玉 器 全 集 （普 及
版）》，是在6卷本的基础上，对内容进
行了校订和再归类。呈现形式上，增大
开本，图版相对更大，器物细节展示更
清晰；采取通脊软精装的装订方式，书
页能够平铺展开，方便携带和翻阅。

本书由著名玉文化研究专家、故宫
博物院原副院长、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
委员会委员杨伯达主编，并汇集了国内
各大博物馆的权威人士共同参与编著。
全套书共3册，分为图集和论文集两部
分，按原始社会至明清时期的时间线编
排，收录了1800余件玉器精品，并深入
探讨了各个时代玉器的器型纹饰、制玉
工艺、玉料特征等。图册由杨伯达撰写
的概述、彩色图版、图版说明三部分组
成。彩色图版图片印刷质量和色彩还原
度极高，力求表现出玉器的温润质感和
雕刻之精。论文集与图册互为补充，收
录了杨伯达、云希正、陈志达等9位国
内专家的中国古玉概论和专论共20余万
字，是一套名家云集、图文并茂、资料
丰富翔实的玉学专论。

本书文字朴实生动、简明易读，除
对玉器形制的考究外，还穿插了大量有

关各个朝代经济社会生活、工艺水平、
审美情趣的论述。无论你是玉器研究
者、收藏家，还是普通的爱好者，这套
书都能作为实用工具书和权威参考资
料；无论你想探究玉器的种类，还是想
了解玉器背后的有趣历史，也都能从这
套书中找到答案。

玉器发展史上的“技术革命”

玉的硬度为6—6.5度，仅次于石英，
一般的斧凿和刀刃很难打磨。曾有专家
推测，由于打磨技术有限，在原始社会，玉
器可能与石器一样被当作工具使用。杨
伯达考证，玉器能够从工具“升级”为礼仪
用器、装饰用器，可能得益于一次“技术革
命”——砣机的发明。

余杭良渚文化遗址曾出土白玉圆轮
和青玉圆杆连接在一起的玉杆纺轮，转动
起来与砣机的运动相同，可能就是良渚人
磨玉的工具。砣机的使用，让良渚文化的
玉器器型多达十几种，还出现了雕刻复杂
纹样和通体镂空的技术，这都是其他原始
遗址出土玉器上罕见或根本没有的。

我国玉器的精美程度，也从此随着
砣机的技术革新而进步。从两三人共同
操作的拉弦转动的跪坐式砣机，发展到
由一人操作、双足踏动的“水凳”，琢玉
工艺不断发展和提高。翻阅本书图册可
见，从原始社会简单的玉串饰，到西汉
令人惊叹的金缕玉衣、宋代的镂空雕玉
饰器，再到明代的玉壶、玉砚……玉器
用途的拓宽和样式的革新，背后是能工
巧匠不断升级琢玉工具的“技术革命”。
中国古代的匠师用智慧和巧手，把坚硬
的美玉雕琢成了令人爱不释手的艺术品。

古人的玉佩不只是装饰

在古装剧或古画里，我们常能看
到，玉以玉牌或玉佩的形式系在文人雅
士的腰间。这些玉佩不仅是装饰，更是
我国玉文化中“以玉比德”的鲜明体现。

我国古人认为，玉的品质与君子的

品质最为相似，因此文人雅士都好佩
玉，以彰显自己的德行。但是，为何玉
会被道德化、人格化，成为君子的象
征？本书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认为，这与儒家
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德治”和“仁政”
的儒家为玉赋予了许多美德。《礼记·聘
义》记载，孔子认为玉具有仁、知（智）、义、
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十一德。儒
家“君子比德于玉”的主张，让佩玉在战国
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也让玉成为我国人
民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玉之“仁”“德”究竟体现在哪里
呢？在汉代，玉被道德化的原因得到了集
中阐释。东汉的《说文解字·玉部》认为玉
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腮理自
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
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
廉而不忮，絮之方也。”从这“五德”中我们
可以看出，古人认为温润光泽是玉的

“ 仁 ”，透 明 度 高 、纹 理 清 晰 是 它 的
“义”……将玉的物理特性与君子或自身
的理想抱负和美好向往联系起来，体现出
我国古人追求德行、向上向善的人生观和
严于律己的精神操守。

玉器中的那些“小动物”

博物馆里那些相栩如生、神态生动
的动物形玉雕，总是能吸引人们的目
光。在古代，动物形或人形的玉雕被称
为“肖生玉”。《中国玉器全集 （普及
版）》通过考证，对肖生玉背后的文化
内涵等进行了阐述，读者可借此了解肖
生玉背后的历史印记。

在本书“隋唐-明代玉器叙略”一
章中，记录有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一
只辽代青玉双鹅带盖小盒。辽代的契丹
族放牧征战都要骑马，他们常随身带着
小型的玉盒，可能用于盛放药材，在长
途跋涉的马上生活中缓解疲劳或用于急
救。这件双鹅小盒出土于辽宁省清河门
辽中期墓，工匠在椭圆形玉坯上雕出双

鹅交颈而憩的情景，其上用细线刻出羽
毛状，栩栩如生。

本书图册中，还可见辽代一墓葬出
土的卧熊，玉熊的鬃与尾处呈棕褐色，
是工匠巧妙利用了玉坯上的褐色铁锈斑
作为熊的皮毛。据考证，这种保留玉面
特征的雕刻手法在宋代很盛行，辽代玉
工也受其影响。

秦始皇也是“玉器收藏家”

在“完璧归赵”的典故中，秦昭王
（赢则） 得知赵国“得楚和氏璧”，便派
人给赵惠文王 （赵何） 送去书信，伪称

“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这个典故一方面
说明秦王以强凌弱，另一方面也说明秦
国有重视玉器的传统。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前，就收藏和田
玉、和氏璧等宝物。《史记·秦始皇本纪》记
载，公元前238年，长信侯嫪毐诈用了秦
王印信来调动县邑的军队。还有记载，秦
代以前，民间都用玉作材料来篆刻印章；
秦代建立后，天子使用玉料来制作印玺，
群臣从此都不敢再这样使用了。可见，公
元前238年已有玉玺。秦以玉为玺，且定
为天子所独用，说明秦国的统治者对玉是
十分重视的。

在著名的鸿门宴一事中，也有玉器的
“身影”。公元前206年，项羽与刘邦宴于
鸿门，刘邦离席后托张良送给项羽“白璧
一双”，送给范增“玉斗一双”。本书作者
之一卢兆荫认为，张良所送的玉璧和玉斗
应属秦代玉器，可能是刘邦攻入咸阳后，
从秦的朝廷府库中取走的。先秦时期，有

“天子佩白玉”的礼仪规制，刘邦送项羽白
玉璧，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玉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深入中华儿女
的血脉。《中国玉器全集 （普及版）》
中，还有大量关于玉背后的历史故事和
人文意义的论述，读者可以结合本书精
美图片，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感受我国
玉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其中流
传的中华文脉。

（作者单位：河北青年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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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中国玉器全集（普及版）》的前

身是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中国美

术分类全集》中的《中国玉器全集》，

全书以年代为序，总结同时期玉器

的共性及个性，为分类、辨识、学习

古玉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有助于读

者做好横向的比较与总结，是古玉

研究者、爱好者的实用工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