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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千年古城的保护困局与拯救
端午节过后，新密农民王亚套为筹备当地

的城隍庙会忙碌起来。
在新密市老城区，有座颇具特色的城隍庙，

已有600多年历史。为了拯救破烂不堪的城隍
庙，8年来王亚套节衣缩食，坚持义务保护、修缮
城隍庙，先后投入20多万元，成就了一段佳话。

作为全省目前唯一一座基本保持原貌的古
城，新密老城区的古建筑比比皆是，“价值不在平
遥古城之下”。和王亚套一样，为了保护这些濒
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上百位农民自发
地开展了救护行动，有人奔走呼吁，有人动手修
缮摇摇欲坠的古建筑，也有人慷慨解囊……

然而，面对日益艰难的古城保护困局，民
间保护者的努力，无异于杯水车薪。古城保护
难题当如何破解？在人们的呼吁下，拟投入巨
资推进的新密古城保护开发工作已经启动，一
座“中原平遥”古城正呼之欲出。

全省唯一保持原貌的古城

城隍信仰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即使在
大都市上海，也有着“不去城隍庙，等于没有到
过大上海”的说法，可见城隍庙在人们心中的
地位和影响。

封建社会，战乱频发，百姓流离失所，保护
城市乡土的城隍神，在人们心中逐渐诞生。城
隍神因城市而异，多是在该城市为官或生活过
的忠臣廉吏、英雄、道德楷模等，城隍信仰，寄
托了人们对英雄圣贤的怀念与崇拜。

新密的城隍神，乃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忠
臣良将纪信。

6月5日，记者走进小巷纵横的新密老城，行
至西街北侧，一座古香古色的城隍庙出现在眼
前，考究的建筑、精美的石刻、精良的工艺，让记
者被古代能工巧匠们的高超技艺深深地折服了。

谈起城隍庙的历史，新密市城关镇西街村
村民王亚套可谓了如指掌。他说，纪信是汉高
祖刘邦麾下的大将，楚汉相争时，刘邦被项羽
围困在荥阳，粮草断绝。为保刘邦，纪信穿戴
刘邦的装束出东门诈降，刘邦则带数十骑从西
门逃走。项羽发现中计后，迁怒于纪信，将其
活活烧死。

新密人钦佩纪信忠烈，奉其为城隍。古往
今来，每逢农历五月二十八城隍神生日之时，
善男信女敲锣打鼓、燃炮焚香祭祀纪信，祈盼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久而久之，形成了城隍
庙会，热闹非凡。

新密城隍庙的建筑艺术，颇有独到之处。
王亚套告诉记者，此庙现存明清建筑 93间，戏
楼、大殿、后殿、寝殿、厢房等主要建筑保存完
整，由南向北按中轴线对称分布，占地面积
4140 平方米，规模之大，在全国众多的城隍庙
中犹如鹤立鸡群。外地的城隍庙大门多为1孔
或3孔门洞，唯有新密的城隍庙是受过皇封的，
所以建成了和皇宫一样规格的 5 孔砖拱形甬
洞，人称“午朝门”，为全国所罕见。

城隍庙中的戏楼，更是匠心独运。王亚套
说，此楼是八角楼，戏楼、钟楼、鼓楼三楼合一，建
筑结构采用了悬空梁，城隍庙西廊房也是悬空梁
结构，既坚固又美观，这在全国的古建筑中都不
多见，蕴含高超的建筑智慧。庙里的35通碑刻、

十大善与十大恶浮雕等文物，价值都很高。
近年来，众多专家经实地考察后认为，新

密城隍庙规模宏大，建筑精巧，保存如此完好
的古建筑已为数不多，它对研究我国古建筑的
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城隍庙及其建筑艺
术，先后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郑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

城隍庙，只不过是新密古城中众多历史文
化遗存之沧海一粟。徜徉在新密古城，不论是
古朴的街道、桥梁、槛联匾额、碑刻条石，还是
别致的民居装饰、庭院小品、门墩、石柱，都让
人恍如置身于历史的时空隧道，丰厚的中原民
俗文化韵味扑面而来。

史料记载，密县（新密的前身）老城始建于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距今已有1393年
历史。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遗留给新密
古城一地“宝贝”。

打开清嘉庆二十二年编修的《密县志》，其
记载的自隋代起一直使用的古县衙、隋代城
廊，宋代的法海寺、西关瓷窑遗址，元代的文
庙，明代的城隍庙、火神庙，清代的桧阳书院、
卓君庙、关帝庙、惠政桥等，都能在今天的新密
老城中找到踪影。

因老城地下煤炭开采等原因，1979年之后，
密县县城政府机关陆续搬迁，在老城西部建立
了一座新城，此后，被当地人称之为“老县城”的
新密老城没进行过商业开发，基本保持着明清
时代的原貌，现存古建筑群7处、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多处、古代民居300多处。专家们认为，
作为一个封建县城的建筑要素，新密老城区县
衙、民居、街道等旧时建筑格局仍然相对完整，
其价值不在著名的山西平遥古城之下。

在全省 100 多座县城中，新密老城是目前
唯一一座保持原貌最好的古城，被誉为“中原
平遥”。在考察了新密老城后，省古建筑研究
所原所长、古建筑专家张家泰感慨地说：“新密
老城古建筑保存之完好，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
县城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新密老城中，还有一座全国现存的沿用时
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封建县级官
署衙门——新密古县衙。

记者来到古县衙，只见钟鼓楼、照壁、大
门、戒石坊、月台、卷棚、大堂、二堂、三堂等古

迹虽历经风雨，却是风韵
犹存。接待人员介绍说，
从公元616年开始，这座县
衙一直作为隋朝至清朝各
个朝代的县衙使用，历经
多次修整，形成了占地 2.2
万平方米的庞大建筑群，
五进院落蔚为壮观。民国
至解放后一段时间，古县
衙仍然是当地政府的办公
场所。

我国古建筑权威、北京
大学古建筑系教授李志荣
到此考察后，发出惊叹：“我
到过全国多处县衙，新密县
衙规模之大令我大开眼
界！新密县衙还是国内唯
一的正好建在城市正中心
的县衙，建筑方位合理，研

究价值极高。这么多具有重大价值的文物古迹，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是绝对不可再
生的宝贵文化资源！”

遍地宝贝濒临消失

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经受岁月风尘
的洗礼后，新密老城的古建筑已是日渐衰老了。

据当地县志记载，新密城隍庙建于明洪武
四年（公元 1371 年），如今，春秋更迭，时过境
迁，城隍庙中的众多建筑都进入了风烛残年，
这让王亚套很是揪心。

城隍庙中原来有一处彩色琉璃影壁，上面
绘有二龙戏珠的彩色图案，历史上曾被评为

“密县八景”之一。“彩色影壁全国都不多见，曾
经是新密人引以为荣的宝贝，有句顺口溜说

‘密县城真可夸，琉璃影壁真豪华’，可惜城隍
庙里的琉璃影壁、铁狮子、石坊这些珍贵文物
都被毁掉了。”王亚套惋惜地说。

更让王亚套心痛的是，一些人根本不把宝
贝当回事。城隍庙曾经被不少人家占据，有人
种菜，有人养鸡养兔，年久失修加上人为破坏，
庙里的古建筑先后损毁了9间。

新密政府机关迁入新城后，闲置的古县衙
也被打入“冷宫”。见无人管理，有人在县衙大
堂打煤球，有人扒走门窗、砖瓦盖自家的房子，
一些外来讨饭、拾荒者一度在此栖身，到了冬
天，有人还拆下县衙的椽子生火取暖。

新密古县衙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使用了近
1400年的县衙监狱。解放后，该监狱仍作为当
地看守所，一直使用到2003年，这座监狱由此创
造了全国监狱使用之最，堪称世界监狱史上的
一大奇迹，当地人欲据此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新密县衙监狱基本保持着古代青砖蓝瓦
木结构的牢房原貌，省文物局原局长、省文物
考古学会会长杨焕成考察后指出：“全国其他
地方如内乡、叶县的古县衙监狱，大部分已经
不存在了，现有建筑都是后来恢复的。新密古
县衙监狱的建筑物基本保存完好，可以说是古
县衙的特色之一，它对于全面研究古代衙署建
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去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新密古县衙

发现了地牢、水牢等神秘的地下建筑。令人遗憾
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水牢的那处宅院被房管
部门卖给个人建房子，挖地基时，曾挖出了水牢
遗迹。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水牢遗迹当时并
未被发掘出来，而是填土在上面盖上了房子。

在新密古城，同样命运堪忧的还有千年古
刹法海寺，其建筑及寺内碑刻、玉石塔多被毁
坏，寺院破败不堪；由于无人管理，建于清乾隆
年间的桧阳书院任凭野草疯长，这座新密仅存
的书院几乎被荒草掩盖；孔庙大殿也处于风雨
飘摇之中，坍塌了大片……

拯救古城民间在行动

为了抢救、保护 600 多岁的城隍庙遗迹，
1994年3月26日，当地群众成立了民间文物保
护组织“城隍庙管委会”。

2001年，古道热肠的王亚套成为这个组织的
领头人。多年来，他带领一些不忍心看到城隍庙
遗迹倒塌的村民，对破旧的城隍庙义务进行保护。

在王亚套等人的努力下，城隍庙里的住户
搬走了，部分危房得到了修缮，吸引了周边及
山东、安徽、上海等地的香客纷至沓来。

然而，保护古建筑耗资巨大，经测算，全面
修缮城隍庙需要两千多万元，王亚套说，几年
来除了零星捐资，他也举债投入了 20多万元，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得节衣缩食，乃至
远赴甘肃打工，但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新密城隍庙有一大特色项目，后殿的城隍
塑像地下暗藏机关，香客踩中了与机关相连的
地砖，躺在卧榻上的城隍就会“坐”起来，一些
不明就里的人曾受到惊吓。王亚套经过研究，
将这种地下机关改成了电动装置，香客祭拜
时，躺着的城隍塑像会缓缓直起身子，香客站
起来，城隍塑像又仰卧在床上。

由于缺乏资金，电动机关最近出了故障无
法维修，摇摇欲坠的悬空梁也只好用砖支撑
着。“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再不珍惜就要被
糟蹋完了！”说到伤心处，王亚套猛地扯过一条
毛巾擦拭着眼角，郗歔不已……

与城隍庙一墙之隔的法海寺创建于北宋
年间，寺名为宋真宗所赐。历经千年之后，法
海寺几经损毁，岌岌可危。

“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修复，下辈人就可能
将法海寺忘掉！”看到法海寺的凄凉境况，老
城西街村民王得位坐不住了，2006年，他和
其他9位村民成立了一个保护法海寺的“组
委会”，号召群众捐款重修法海寺。

在文物部门指导下，老城居民首先对
法海寺山门和大殿“修旧如旧”。为节省开
支，妇孺老翁齐上阵，搬砖和泥这类活儿都
是群众自己干，干完活回自己家吃饭。修
缮工程先后花费6万多元，全是群众捐资。

和法海寺一样，新密老城的火神庙、关帝庙
等众多古建筑，都是靠民间力量保存下来的。

据新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人士介绍，该
所的办公经费每年不足万元，修缮文物经费
匮乏，而民间力量，已成为保护新密老城的生
力军。目前新密老城区已发展文物保护员
120余名，发现破坏古建筑的情况文物保护
员会及时阻止，并向文物管理部门报告。

2002年，老城南街退休干部马根和老伴李
萍说服子女，拿出 10余万元积蓄修缮古县衙，
又先后借债10余万元。在马根夫妇带动下，当
地36位老人也积极献计出力，他们年龄最大的
84岁，小的 58岁。为修缮古县衙，老人们四处
收集古砖瓦，还当起了搬运工，从县衙中清理
出上千拖拉机垃圾。

如今，新密古县衙又恢复了昔日亭、台、
楼、阁、榭、桥、坊、池齐全的建筑格局，布展了
封建社会的酷刑刑具、刑罚泥塑和新密古今名
人资料等，被誉为“华夏第一衙”。

“中原平遥”呼之欲出

显而易见，历史文化厚重的古城，是新密
的宝贵财富，但仅靠民间力量保护是远远不够
的。新密古城保护困局如何破题求解？这个
问题引起了新密市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今年2月21日，新密市邀请20多位全国知
名旅游策划专家，为新密古城如何保护开发把
脉问诊、建言献策。专家们认为，新密古城历
史悠久，古朴自然，兼有水乡之容、山城之貌，
融古代官署文化、市井文化、宗教文化、风水文
化为一体，汇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七代建
筑精华于一身，具有巨大的旅游开发潜力。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牛宁建
议，新密老城古建筑主体基本存在，恢复原貌
的任务不大，以省内独具特色的古城历史建筑
为载体，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内涵，可以
将其打造成为新密市的龙头旅游产品。

古城保护开发已被列为新密市的重点工
程。日前，新密市成立古城建设指挥部，计划
投资 5亿元，对老城区进行整体保护性修复开
发，新密市委书记王铁良明确要求，“不干则
已，干就要干好”。

按照规划，新密古城将分设观赏、朝觐、小
憩、娱乐、美食、购物、客栈七大功能区，新增明
清商业步行街、古城牌坊、钟鼓楼广场等60多个
景点，将来，游客不仅可以充分领略古城丰厚的
文化底蕴和特色鲜明的中原民俗文化，收藏新
密特色纪念品，还可欣赏古代县试、县官出巡、
法海寺朝暮课诵、城隍出巡等特色文化表演。

不久，“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新密古城将以
靓丽的身姿出现在世人面前。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文/图

统计局何必做房产摸底的无用功
近期国家统计局将对40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开发费用

进行专项调查的消息，触动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国家是否要
出台政策？房价是否会随之波动？……各种猜想随之而来。
为何一条消息会带来如此大的冲击波？（《济南日报》6月9日）

目前房地产开发成本在国内几乎是个谜题，公众普遍
认为房地产是暴利行业，房地产价格虚高厉害，开发商们从
房地产开发中攫取了超常的暴利。但房产商们却异口同声
地声称房产利润合理，房价高主要是因为土地成本高。房
产商的“自证清白”或许带有夸大的成分，不过当前土地成
本不菲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 1994 年至今，土地出让金不再上缴中央财政。从
此，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
源。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递交了一份
名为《我国房价何以居高不下——房地产开发的总费用支
出一半流向政府》的大会发言稿。该发言稿称，全国9城市

“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
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 49.42%。
而上海的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最高，达到64.5%。（《国
际金融报》3月27日）由此可见，房价虚高确有“土地成本
高”因素在其中，这一点必须要厘清。

正因如此，要求政府公开土地出让金收入信息的舆论
呼吁近年来一直不绝于耳。然而，城市出让土地的情况以
及收取规费的情况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对外公开。相关
的数据统计，无非是根据房产企业提供的数据来完成，这样
的统计含了多少水分，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本次
国家统计局摸底房产成本，其数据来源、其统计路径无非也
是如此，故而其摸底结果的“客观性”本身就具有先天不足。

在我看来，在信息咨询发达的今天，完全没有必要让统
计部门去像瞎人摸象一样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去“计算”数字
上的“泡沫”，做无用功。房屋成本中的土地成本如何掌握在
政府手里，涉及房产的各项规费仍然掌握在政府手里，每套
商品房的交易又必须在政府部门的备案下才能完成，政府的
办公电脑信息网络上掌控着一套房子从批地、建设到销售每
一个环节上的数据信息，只要将这些公开发布，消费者就会
有一个直观的判断，没必要让统计局去“舍近求远”白白浪费
精力和时间。绕了半天，还是得绕回来，何苦来哉？

房产成本到底几何？既然是“市场调控房价”，那么，作
为消费者，我们有权利知晓房产消费品的基本信息。正如
专家所言：“地方政府应该主动公开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
入、房地产税费等内容，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揭开房价的成本
构成，促使房产企业在公开透明的房产市场中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 陈一舟

时政 击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转变就业观念为何如此之难

为什么一面是大学生遭遇就业难，一面又有很多
用人单位抱怨招不到理想的人选？一面是基层大学
生严重匮乏，一面又有大批毕业生宁愿漂在大城市也
不愿下基层？种种怪相无不形象地暴露出就业期望
和现实的差距，揭示出就业困局中的难解疙瘩。

毋庸讳言，尽管去当公务员、进入国有大企业或
外企，享受有保障和相对较高的福利待遇一直是绝大
多数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严格的编制控制、长
期的人浮于事和较高的素质要求，让这些理想的归宿
机会有限，注定了无法满足越来越多求职者的渴望。

很多人在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众媒体也在呼吁：
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业难

“卡”在观念上不假。但降低就业期望，转变就业观
念，说着轻巧，做着艰难。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一难：阶层定位。怎样的职业和工作，决定着就
业者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地位。虽说人格尊严和法
律地位人人平等，但不同职业及其阶层带来的社会评
价地位是有差别的。享有公家人身份的公务员自然
和农贸市场中摆肉摊的个体户不可相提并论；高档写
字楼里的白领工作，也绝不是一句简单的“自主创业”
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社会地位的顾虑考量，让大学生
就业遭遇严峻的现实考验。

二难：户籍藩篱。城市户口特别是大城市户口在
中国人生活中的巨大意义无人能否认。大学应届毕
业生通过就业派遣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城市户口，这几
乎成为就业的首要目标。哪怕工作不理想，也可以先
落户后就业。因此有“落户指标”的某些单位打起了

“倒卖指标”的歪脑筋。据说此举还颇受大学生欢迎，
价格一路走高。

三难：机会前途。对于很多来自偏远、欠发达地
区的大学生，四年寒窗或七年苦读的目的，不就是为
了实现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落后迈进发达吗？即使没
考上公务员，即使没得到大城市户口，漂在城里也比
返回乡下有希望，这是不少大学生的真实想法。简单
地责怪这种观念没有意义，因为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
二、三产业往往不发达，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本身有
限。地理空间的广阔不等于就业机会的众多，部分大
学生对到农村去、到中西部去心存疑虑，可以理解。

归根结底，观念转变之难，难在现实利益和规则
带给人们的利弊判断与取舍。提高就业率，不仅需要
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更需要政府在拓宽就业渠
道、规范就业市场、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打开新局

面、取得新进展。当前，身份界限带来的阶层分化仍
有待弥合，户籍改革举步维艰，退休养老、失业保障等
制度的多轨道、不完善让统一的就业市场建设因缺乏
配套措施而困难重重；巨大的地区差异，产业结构的
不尽合理，也让中西部广阔天地成为“就业乐园”仍有
很长的路要走。

一揽子问题需要一揽子解决。6月3日，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宣布，目前我国已基本形
成由15个配套文件组成的一整套高校毕业生就业政
策体系。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全国
已有27个省级政府出台具体实施办法。这一揽子措
施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鼓励各
类企业和科研单位招聘高校毕业生，到提升高校毕业
生就业能力，涵盖了大学生就业的多个重要方面，无
疑将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和利益保障。

利益影响取舍，制度决定观念。当统一的劳动力
市场日臻完善，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劳动力能够在统
一、公平的社会就业保障制度中实现公开、公正的双
向选择、合理流动，当人才人力资源不再受到歧视、分
割的制度篱笆的制约之时，转变就业观念就会成为一
个历史概念，或在回顾改革历程时被提及，或在面向
明天时被忘却。 王甘武

新密城隍庙

全国现存沿用时间最长的新密古县衙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绿色过滤软件
7月1日以后，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将预装

一款名为“绿坝-花季护航”的绿色上网过滤软件，而进口计算
机在我国销售前也将预装该软件。这款软件具备拦截色情内
容、过滤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等功能，工信部
等几部委使用中央财政资金买断其一年服务供全社会免费使
用，此前几部委已要求全国各地中小学的联网计算机5月底要
安装该软件，而所有进入“家电下乡”目录的计算机也已预装该
软件。（《南方都市报》6月9日）

抵制网络低俗，保护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当然非常重
要。比国外的情况来看，使用过滤软件“过滤”也并非是我国
所独有。从这个角度说，工信部等几部委使用重要财政购买
过滤软件供全社会免费使用，“创造一个绿色、健康、和谐的
互联网环境，防止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影响和毒害青少年”，
是一件好事。

不过，我所担忧的是，这款软件的过滤功能是否规范科学？
是不是像软件商所声称的那样，“具备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
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等功能”？一旦发生“错杀”
或者“偏差”又该如何？更重要的是，这款过滤软件的免费安装
行动会不会因遭遇现实的抵制而流于形式？

有人说，这是变相的强制推行安装，侵犯了公民的选择权。
我倒是觉得，这种“质疑”虽有些杞人忧天，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像中小学使用的教学电脑，教育部门推行全部安装过滤软件的
监护管理，是可行也是可控的，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将过滤
的范围扩大到全社会、扩散到所有“新装电脑”，就实在是有“管
制”的味道，把所有电脑消费者视为了上“黄网”的潜在对象，会
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即便是勉强安装了，不要说成年人，就算是
熟知电脑操作的中小学生，也一样可以将之“卸除”。

使用过滤软件“过滤”黄色低俗网络信息，这没有什么错。
但，我们（成人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绿色过滤软件，我以为，
不该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而应该交由大众自我进行选择，而不是
全国一锅端，使用同一种过滤软件。现在市场上的绿色过滤软
件产品很多，网民如果有使用的愿望和需求，自然可以通过付费
或者免费的渠道获得。与其花巨资购买一种软件免费推广，还
不如将这部分资金投入到绿色过滤软件项目的研发上，多给社
会提供诸多可行可靠可控的自主选择空间。

其实，在保护未成年人不被网络低俗侵蚀方面，什么样的过
滤软件也不如责任好使，不论是对于公共管理者，还是对于家长
——不是说装了软件就万事大吉了，也不是说所有的家长和孩
子都需要过滤软件。 王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