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安徽歙县政府日前决定实施总投
资达 1.6 亿元的徽州古城内的徽州府
衙复建工程，该项目将由徽州古城管
理委员会引资建设，整个工程计划在2
年内完成。

徽州府衙复建工程，迅速引起有
关专家和当地市民的热议。保护历史
文化名城，是否有必要用巨大的财力、
物力和土地去重复前人的东西？复建
徽州府衙，是还原古城历史原貌还是
制造假文物？

1.61.6亿元复建徽州府衙亿元复建徽州府衙

歙县自秦建制以来，历为郡、州、
路、府所在地，千年以来就是府县同
城，直至近代才告终结，是古徽州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与四川阆中、
云南丽江、山西平遥被史学界并称作
当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

1986年 12月，国务院公布其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歙县仍有明清
古民居数千幢，古祠堂上百处，牌坊
108座，保存地面文物613处。

徽州府衙一直是歙县这个徽州府
城留下的诸多文化遗存之一，直至上
世纪 80年代，古老的徽州府衙被人为
拆除，并在原址上兴建了新的县政府
大楼。

为整合徽州古城内的文物资源，
从 2005年开始，歙县聘请国内著名专
家对古城进行了新的规划。除将县机
关迁出古城外，歙县县政府还斥资 2.8
亿元对徽州古城内的古城墙、钟鼓楼、
府前街等景观文物全面进行保护性修
复，对古城内的中和街、斗山街、十横
街、大北街、中山巷及打箍井街等历史
街区进行保护性修建与开发。

已通过评审的《歙县徽州府衙历
史地段保护修建性详细规划》向社会
公示，徽州府衙将按明代府衙资料及
风貌复建，成为歙县古城的徽文化核
心区。

占地 36 亩的徽州府衙在原址复
建，由南谯楼、仪门、正堂院落、后堂院
落和廨舍院落五大组群，按明清府衙
建筑格局资料恢复。南谯楼外组群恢
复府衙原有格局，包括照墙、左侧钟
楼、承宣坊、左侧旌善亭以及右侧申明
亭等，再现明代府衙“规模宏大，面势
雄正，聿成伟观，人心欢悦”的旧貌。

“知府断案”的正堂，是徽州府衙
的主体，按清代形制恢复，还要恢复府
衙仪门、息民亭和戒石碑亭等。游客
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击鼓鸣冤”的场
景，看到清知府劝说百姓息讼与守律
的内容。

据介绍，游客进入修复后的徽州
府衙，会看到府衙建筑群依中轴线而
成，就和故宫一样。在这个建筑空间
里，“照壁、承宣坊-旌善亭、申明亭-
南谯楼、中心广场-仪门-戒石碑亭-
正堂-后堂-宅门-宅前堂-宅后堂-

清心阁”等依次而落。核心轴线把各
个半开放型小广场串连起来。

徽州府衙区域内还会建徽州历史
主题博物馆，包括徽州名人馆、地方历
史馆、徽州书画馆、徽州传统工艺馆、徽
州民俗馆等。主题展馆和府衙建筑为
载体，展示徽文化，包括以府衙文化为
核心的徽州历史、徽学、徽州民俗等。

复古伴生的尴尬复古伴生的尴尬

歙县政府网上今年 2月初挂出的
“徽州府衙修复征集建议”的帖子后面，
已有数千余网民关注了这个话题，不少
网友留下了他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在安徽徽州文化研究所的一位专
家看来，重修徽州府衙，用巨大的财
力、物力和土地去重复前人的东西, 除
了出于对古建筑复原的好奇心,其他
理由都很牵强。

署名“关心徽州文化”的网友的观
点代表了不少观点。他认为，花这么
大的代价来重建一个现代的古衙门，
没有多大价值。如果这个古衙门现在
还在，那花再大的代价也值。

“既然我们对建筑有那么大的爱
好,又有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何不用来
保护散落在徽州乡村的无数濒危建
筑？”更多的人提出自己的疑惑。

据歙县文物局不完全统计，仅歙
县境内遗存的1911年前建设的各类民
宅便有 1500多幢，奈于保护经费缺乏
等诸多原因，目前县政府只能对列入

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采取有限保护
和干预。

黄山市古建筑保护民间专家姚顺
涞的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坍塌、拆毁改
建、出售外流等原因，这些亟待保护的
古建筑目前正在以每年 5%的速度递
减，这些富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建筑正
在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一场“劫难”。

按照徽州古城管理委员会的设
想，建成后，该府衙将和周边的南谯楼
等古建筑构成保护群，将申报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申报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但不少市民和专家对利用原有的
府衙遗存建筑，采取明代中期建筑风
格来复建的徽州府衙，能成为徽派建
筑的巅峰之作表示怀疑。

疑问来自于：第一，当年建造徽派
古建的能工巧匠们的手艺，个别的也
许还有，但成批的已经没有了，更不要
说整个工艺体系。整个徽州擅长徽派
古建绝活的不超过100人。

第二，“每幢古建甚至单个构建都
原样恢复，使用传统材料实施，不用钢
筋混凝土。”这不可能做得到，当年使
用的一些建筑材料现在有不少都已经
失传了。

第三，即使别的方面也许现代技
术能够克隆得出来，可是那段历史时间
能够克隆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

“人类遗产”迄今有700多件,其中有许
多都是建筑废墟,至今也没见过哪个国
家对这类遗产进行“复建”。

有专家因此认为，与全国一度大

量出现的一些“辉煌”的人造景观一
样，徽州府衙将难逃迅速败落的命
运。因为重建的徽州府衙终究是仿制
品，不会引起人们多大兴趣，人们或许
会进去一次之后就不再进去。

歙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负
责人告诉记者，网民们关于徽州府衙
修复的建议被打印成册，歙县县政府
有关负责人在上面作出批示，要求在
徽州府衙复建工作中吸收参考、采纳
积极的建议。

府衙复建宜慎行府衙复建宜慎行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重点突出历
史文物、历史街区、古城风貌、无形文
化四个方面。在古城保护的思路上，
做到重点保护、合理保留、局部改造、
普遍改善相结合。在古城保护的内容
上，注重传统民居的修复、基础设施的
改造、排污管网的铺设和环境风貌的
整合。在古城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实
行原汁原味的保护、有根有据的重建、
有脉有络的创新。

4月中旬，徽州府衙修复工程在争
议声中奠基开工，由县政府招商引进
的一家公司具体投资建设。

既然明知“仿古的东西永远是赝
品”，地方政府为何痴迷和执著于复建
徽州府衙这一文化复古工程？徽州古
城管理委员会的解释是，为了“还原千
年徽州古城旧貌”、“全面提升徽州古
城的历史地位”。

由于近年来“复制古董”、“制造假
文物、假文化的现象”，不断暗流涌动，

许多城市不惜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
重建城楼、庙宇、宝塔等，所以此次徽
州府衙开始复建，也自然引起一些专
家和市民为之忧虑。

安徽省政府参事方利山研究员专
家认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但要保护构
成历史风貌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还
要保存构成整体风貌的所有要素，如道
路、街巷、院墙、小桥、溪流、驳岸乃至古
树等。不能只保护那些历史建筑的躯
壳，还应该保存它承载的文化，保护非
物质形态的内容，保存文化多样性。

有关专家还分析提醒，复建历史
文化名城古建筑，动机必须是为了留
存历史文化，传承人文精神，为后人提
供研究历史的资源。歙县历史文化名
城已经制定了好的保护规划，复建徽
州府衙工程就必须严格按照保护规划
行事。正确的做法是由政府主导，按
着规划的要求制定相关政策，保证按
规划实施。

要防止由开发商来主导建设时，
为了平衡资金、追求利润，最终不断修
改规划，其结果是达不到保护的目
的。如若复建徽州府衙只是为了发展
文化旅游经济，则这些复古建筑必然
不伦不类，有些在内行看来甚至会荒
唐可笑。

不少市民热切期盼政府，能在巨
资复建徽州府衙的同时，把同在徽州
古城范围内的渔梁坝、新安碑园等众
多珍贵文物妥善保护好。市民还呼
吁，千万不要建好府衙后就收门票，或
者把徽州府衙复建项目当做仿古的房
地产开发来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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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重
大学排行榜自清 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国务院给予行

政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
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近日从安
徽回到北京重新赴任，担任国家质检
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与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被问责官员
复出事件一样，鲍俊凯受处分前已调任
安徽省出入境监督检验局局长、党组书
记，级别由副厅升为正厅，以及此次回京
任职，均引起舆论大哗。既然被问责官
员复出已成为一个“民愤”较大的问题，
现在该从总体上为这个问题找到“病
根”，并进行全面“清算”了。

按规定，官员辞职或被免职之后，
其原有相关职级待遇保持不变；辞职
官员“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
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
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
导职务”。这就是说，官员以辞职或免
职的方式被问责，原本就注定了必然
复出，他被问责而赋闲在家，不过是享
受“带薪休假”。

当前，应全面整合《公务员法》、
《党纪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形成统
一完善、惩处有力的问责制度体系。
要尽量减少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

免职之类的象征性问责形式，更多地
采用记过、降级、撤职乃至开除公职等
处分手段，以强化问责的实际意义，抬
高被问责官员复出的门槛。同时，被
问责官员复出要全程透明，向社会公
示公开。

反之，像现在很多地方，被问责官
员复出搞得偷偷摸摸，非得靠网友“偶
然发现”或“人肉搜索”才能为公众所
知。这无疑是在帮助那些既无反省与
悔过、也无突出实绩的被问责官员蒙
混过关。对于幕后的上级官员，也应
严厉问责。 其 洪

重庆北碚的年逾五旬的朱先生是
低保人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史。
一天晚上，他所在社区的领导来到医
院探望他，承诺帮助报销部分医疗
费。朱先生听后情绪非常激动，并流
下了眼泪，后因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
破裂而死亡。当地法院认为，医院在
已发现朱先生患有高血压的情况下，
没有告知其应控制情绪，判决医院赔
偿9万余元。(5月5日《重庆晚报》)

这是社会的悲哀，如果医保等社
会福利体系是公平、完善的，朱先生就
不可能激动到这个份上。虽然中国百
姓素以朴实、知足、可爱、忠厚著称，但
面对如此辛酸镜头，我们又怎能不“欲
语泪先流”呢？低保户在大病面前，已

无路可寻，唯一能巴望的还是政府。
当今医药、医疗费虚高，百姓就医难，
可谓从朱先生“高兴死”的辛酸中表
现得淋漓尽致。小病拖，大病扛，重
病等着见阎王。即便新医改方案面
世，也无法短期内改变低层公众的看
病难问题。

公民的生命安康，系牵一个民族
兴举之本，与危及生命健康的疾病作
战，不是进医院，而是靠百姓的沮丧与
无奈，悲怆夫妇相缚投河自断，父子无
奈抓阄决断谁先治病，低保户“为医
疗费能报销高兴死”……遗憾的是，
面对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我们社会
尽快扭转这一局面的合力并未形成，
真正解决医卫资源不公、干群就医待

遇不公等的强有力措施仍在没完没了
地摸索，似乎永远难以砸破这一制度
性瓶颈。

在需要财政之手伸至贫者病床前
时，我们耳边总会响起“国家不富、财
力不济”之声，仿佛这种推诿之词是一
张万能膏药，可以贴住百姓“看病难、
看病贵”的伤口似的。让人纳闷的是，
既然财力有限，那么在“三公”消费上
就该节省才对，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红
头文件派酒”、“红头文件发烟”等荒唐
新闻，读到的却是张家港一行8人豪华
公款出国游，动辄花销20多万财政金
的丑闻……该彻底清查“三公”消费
了，该制度性拯救孤寂地躺在病床上
无钱治病的贫者了。 周 华

反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房地产研究
中心主任董藩称：“所有反对房地产复兴的想法都是
危害国家利益”，“我给他们的帽子是‘反人类’”（5
月6日《信息时报》）。

专家频频惹口水，算来这位算最雷。
敢不支持房产兴，扣你帽子反人类。
平民何来此大罪，竟和希魔成同类？
敢请教授管好嘴，当心民众恨入髓。

刘道伟/漫画 李 军 配诗

公务员享长假
反映权利困境

今年3月，广东省政府曾正式公布5月1日
至5月7日放假，后遵循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全
省各地各单位取消“五一”调休安排。但据了
解，本次“五一”假期，仍有相当数量的广东政府
机关实行了7天长假。(《新京报》5月6日)

这着实让全国其他地区的工薪一族，尤其
是那些一直抱怨“五一”黄金周被取消的人们艳
羡、嫉妒，同时也不免生疑：这一做法合乎此前
国办的规定和要求吗？

从形式、程序看，上述做法并未明显违
规。据悉，此次广东“五一”放假是“个人有意愿
利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在‘五一’期间休长假的，
按《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有关规定，各单位可
根据具体情况和职工本人意愿，灵活安排”。“灵
活安排”正是此前国办通知中的原话。另据记
者了解，“本次放假广东省政府并未有正式文件
下发，而是各个单位领导通过口头传达方式，传
达时也强调了自愿原则”。既有国办通知中的
相关依据，又避免了“正式文件下发”，且“强调
了自愿原则”，法理情理似乎均照顾到了。

但从实质和结果看，此次7天的“五一”长
假，在广东公务机关中“不约而同”地集体出现，
又有明显的怪异之处——既然是“个人自愿”、

“不强制调休”，何以又是各个公务机关集体统
一放假？原本个人化、权利化的“职工带薪年休
假”，最终实行的主体，如何又事实上蜕变成了
机关单位和公务员？要知道，此前的国办通知
中还有“不得擅自调休、自行安排”的要求，这里

“不得”的主体无疑正是各公务机关。也就是
说，依据国办通知精神，职工个人按照“带薪年
休假”规定，选择休假时限可以“灵活安排”，但
公务机关“不得擅自调休”。

围绕“五一”休假之争，折射的其实是一种
权利困境：原本作为职工权利的灵活休假权，在
现实中仍高度依附于行政权力而存在——不经
过权力的统一安排、领导传达，带薪年休假是很
难真正做到自愿自主、灵活安排。只有权力先
行许可(哪怕是默许)了，个人在休假权上的“自
愿”才是可能的。缘此，此次意外享受了7天长
假的广东公务人员，也许应感到幸运——毕竟，
他们尚有可直接依附的权力，而那些距离权力
遥远的其他行业的职工，则连这种依附的幸运
也没有。正如广东企业职工抱怨的，“这一休假
方式仅涵盖公务机关，有失公平”。

此次广东部分机关的7天长假说到底，仅是
权力依附下的偶然产物。如何将权力依附下的
权利，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包括带薪年休假这样
的休假权，成为每个劳动者可自主支配、自由享有
之物，或许才是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 张 峰

从徽州古城内看仁和楼从徽州古城内看仁和楼“徽园”大石牌坊“徽园”大石牌坊

据《人民日报》报道，成都理工大学曾于2004年和2006
年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来校讲
座，随后两次给武书连方面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排行名次
上升的经过。随后，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表态，教育部
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

成都理工大学与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之间，究竟执行
了怎样的“潜规则”，媒体只是引述知情人的信息来源，目前
来看尚无明证。当事双方也都先后作出公开说明，一方否
认曾收取赞助费，一方则承认曾支付武书连两笔费用，但属
于为校外学者支付的正常费用，与赞助大学排行榜无关。
事态首先便陷入了真相无着的境地。

但舆论显然已经触发，真相彻底为武书连收取赞助假
造排名的嫌疑所取代，加之教育部“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
行榜，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的表态，大学排行榜瞬间遭
受公信的灭顶之灾。诸多质疑声中，揭批大学排行榜实质
就是赚钱工具者有之，疾呼不能让大学排行榜捆绑了大学
精神者有之，要求全部取缔大学排行榜者亦有之。

然而，上述声音虽然有其道理，却未必公允。大学排
行榜出自民间机构的民间行为，为包括考生、大学在内的整
个社会提供免费的评估信息服务。课题组在没有国家拨款
的情况下，通过为高校提供专业咨询获取费用，如果不影响
课题研究的科学性，理论上并无不妥。因为在此情况下，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公信成为了民间机构身家的全部
维系。一旦失去公信，也就没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相反，现有体制下，一所大学造假与一张民间排行榜
造假，其对各自机构生存的影响程度，却全然不可同日而
语。令人诧异的是，大学排行榜丑闻中的主角，竟然不是那
些以支付赞助费寻求排名跃升的大学，而是有拉赞助嫌疑
的大学排行榜制作者。这种轻重取舍，让人唏嘘今日大学
的见怪不怪，社会对民间机构的高危期待，以至于直斥是无
良的大学排行榜捆绑了大学精神。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各界讨论已经很多，大
学排行榜只是透视这一问题的多棱镜。有人办大学，有人
评价大学，都是正常社会必要的生态。进而言之，如何评价
大学需要一个科学的系统标准，而之前曾在一段时间内占
主导地位的单向度评价指标，显然不够科学。在此意义上，
大学排行榜这类民间机构的评估行为，其存在有一定的民
间基础和社会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管制和规范的缺席。

从目前情势看，民间机构造假必将丧失社会公信力，
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对林林总总的排行榜的管制与
规范，最好的办法就是规范其运作，检验其真伪，曝光其潜
规则，让假的差的无立足之地。更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学
排行榜”真正的主角——各个大学如何自清自省，如何从功
利的世俗追求中脱身而出。

我们不是要为一家民间机构可能的学术造假进行辩
护，它已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是期待大学精神的真正
回归，能使其平心静气面对诸如排行榜之类的社会诱惑。

大学排行榜之弊，在榜，也在大学。而破解之道，亦
然。 成 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