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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近年来，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少林寺也

加快了自己的发展步伐。如今，少林寺成了河
南乃至中国的一张金灿灿名片。在这张金灿灿
名片的背后，2008年11月24日，少林寺首次以

“托管”方式接管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4座千年
古刹。“托管”是佛教界的新鲜事物，少林寺与昆
明市是如何“结缘”的？这种合作将给双方带来
什么？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情况如何呢？对
此，记者远赴云南昆明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一个千年古镇的前世今生

云南昆明官渡，是一个充满神奇故事的千
年古镇。这个地处滇池北岸的古镇，被称为滇
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据说 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
临近滇池，先民以捕食螺蛳为生，久而久之，螺
蛳壳堆积如山。古人把螺蛳叫做“蜗牛”，也就
给这个小渔村起名为蜗洞。到了与隋唐同年
代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蜗洞发展成滇池岸边
的交通要塞，宋朝之前在这里设了渡口，过往
客商官船停靠，然后坐轿骑马进入昆明城。蜗
洞也就改名叫官渡了。元朝设官渡县，明朝官
员来滇镇守时，官署也设在官渡。一时间，“多
少行人此来往，马蹄踏破五更霜”。

许多年后，昆明在岁月里变换了几番模样，
官渡却依旧保持着千年来的矜持。人们慕名而
来，寻找过去的痕迹和那些藏在旧时光中的秘
密。于是，在钢筋丛林中，人们看到了闪着金光
的金刚塔。在飞机起降的轰鸣中，看到了宝象
河堤岸上奔驰的小汽车。在百米高的世纪城观
景塔上，看到了那片被现代化包围着的老建筑。

4000多年的时光恍惚，这座遗留下来的古
镇，像一个隐于闹市的高人，任凭多少风雨、多
少繁华呼啸而过，他泰然自若。

曾经，官渡的沉寂仿佛 4000 多年历史的
断层，骤然离去，又突然出现。

直到上世纪 90年代，昆明也少有人知道，
在离市区不足十公里的地方存在着一个官渡
古镇。因为，在他们生活里一直有一个官渡

区 ，是 昆 明 市 的 行 政
区。直到 2001年，金刚
塔的抬升和古镇的恢复
重建，才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古老的城镇。

一个繁华的渡口，
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各种
宗教文化也就在此交融。

如今，小小一个古
镇官渡，在不到两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号称有五
山、六寺、七阁、八庙等多
处文化遗存，国家、省、市
级的文物古迹 30余处。
从唐到清多个朝代遗迹、
儒释道多教共处，“一镇
五朝”、“一镇三教”，成
为官渡古镇的独特景观。

曾经的古渡口离滇池遥远起来，但官渡仍
处在繁华都市的背影后，像个老人，讲述着他
的前世今生。

四座古寺的破茧化蝶之痛

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使官渡古镇几经兴
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官渡古镇正经历
着脱茧化蝶之痛。

曾经让官渡人引以自豪的几大千年古刹，
在风雨的吹刷下失去了昔日的辉煌。那些古
老的庙堂建筑大多破败不堪，庙堂里的和尚也
无奈地离去。整个古镇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再
也寻找不到昔日辉煌的影子。

如何再重振官渡古镇当年的辉煌和繁华，
成了昆明市和官渡区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2001年上旬，在昆明市官渡区政府的主导
下，官渡古镇成立了“古镇恢复建设工程指挥
部”，开始了对古镇修缮建设。首先修复了全
国独一无二的明代喇嘛塔式塔身金刚宝塔，接
着又重修了妙湛寺及孔庙、武庙等建筑，还逐
步恢复了民俗民间文化活动，并把自然生态环
境的保护纳入规划中。

然而，这项斥巨资进行大手笔修缮并未能
吸引来更多的人气。很多相关的配套设施并未
完全到位，使得古镇的脱茧化蝶过程更加阵痛。

官渡区宗教局局长豆卫保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官渡古镇的历史沉淀非常深厚，但是
要想再重振当年的辉煌做起来非常艰难。可
是再难，我们也舍不得丢弃，因为这些都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谈起官渡古镇的 4 座千年古刹，他说，最
初的时候，寺庙里有和尚，香火还可以，但是到
了后来，和尚们逐渐走了出去，香火也逐渐清
淡了很多。随后政府接手开始管理这几个寺
庙，并且请来了和尚。可是好景不长，不到一
年时间，和尚也离开了，这下寺庙更加显得冷
清。既然是寺庙，并且还属于古建筑，总得有
人管理吧，政府最后运用市场化运作方法，与
一家旅行社签订了合作合同，交给他们进行管
理。旅行社为了不赔钱，开始收起了门票，每

来一位游客收取5元钱的门票。这下子引起了
很多游客的不满，来游玩的人是越来越少，几
乎断了香火。渴望以此能够有所带动的，可最
终结果却是很令人失望。无奈之下，双方解除
了合约。4座寺院在 2007年 11月 25日被官渡
区宗教局接手，进行管理。接手后，官渡区宗
教局首先取消了向游客收取门票的规定，这个
行动让很多人拍手叫好，可叫好的背后，官渡
区宗教局陷入了尴尬局面。为了寺庙的安全
和卫生问题，我们必须得投入人力和财力，这
还不包括日常的一些开销及小范围内的修
缮。可既然接手了，那也只好硬着头皮做啊。
请来了 32名保安，保护四座寺庙的安全问题，
又请来了 6名保洁员，维护寺庙的卫生。此刻
一个最尴尬的问题就是，寺庙里一个和尚都没
有。千年古寺没和尚，这个说出去多丢人啊。
说到此刻，豆卫保也显得极为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昆明市开始了一个大胆想
法。请一帮外来和尚进行“托管”模式运作管
理，以此来恢复古镇4座寺庙的辉煌，带动当地
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可是如何去找到合适的高
手和尚，这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
题。一次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位领导说了句“河
南登封的少林寺运作模式很成熟，咱们应该向
人家学习”。一语中的，让在座的人茅塞顿开。
对，我们何不请少林寺的高僧们来进行合作
呢。这个提议让他们兴奋不已，会议开始围绕
着请少林寺高僧的话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一个颇受质疑的“托管”模式

激烈讨论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种剃
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让他们心里也没底，少
林寺高僧会不会同意这种合作方法呢？他们
抱着试试的心里，开始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
少林寺联系。

2008年8月份，官渡区有关部门正式跟少
林寺开始接触，谈合作的事情。经过双方的多
次接触，少林寺被他们的诚恳打动了，有意愿进
行友好合作。11月份，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
书记仇和邀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师走访昆
明，并认真考察官渡古镇的寺庙，确定委托管理
的基本思路，为双发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 11月 24日，昆明方面派出 3人，前
来河南少林寺正式签订“托管”合作书。官渡
区宗教局局长豆卫保见证了那一激动人心的
时刻，在他看来，能与少林寺达成托管协议，就
意味着官渡区四寺院傍上名寺后，将迅速迈上
旅游观光的快车道。

双方在“托管”合作中约定，少林寺接管妙
湛寺、土主庙、法定寺和观音寺四古刹，期限为
20年。并约定，托管期间少林寺要派僧人进驻
四所古刹，并按少林寺的治寺理念和管理模式
进行管理。四所寺庙获得的收益、接受的捐
赠、经销宗教用品和宗教出版物全部收入，则
要归少林寺所有。

在签约时，仇和发来贺信：“希望合作双方能
积极开展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佛教文化交往，凝
聚海内外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力量。”

云南与河南，这种新的“南南合作”之所以
成为现实，豆卫保认为，取决于古镇的悠久历
史，还有“领导的重视”。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
用宗教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这确实是个大手笔。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此次‘托管’4座寺院，是现今佛教界的
新鲜事物。”

其实，利用宗教资源来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对地方政府来说，也应该是个新鲜事物。
这个新鲜事物的好处是，一方利用另一方的品
牌效应和管理模式，聚拢人气，推动旅游发展；
另一方借助他者的区位优势，弘扬佛教文化，
两方各得其所。

“少林寺托管昆明四古刹”的消息引起了
舆论高度关注，网民讨论尤为热烈，有为此而
拍手叫好的，也有人对此产生了很大质疑。

支持者认为，现代社会急剧变化、日新月
异，宗教只有改革创新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变
化。少林寺多年来以振兴禅宗祖庭、弘扬佛教
文化为己任，锐意改革创新，打破传统观念束
缚，努力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
以武术和医药为代表的少林文化在全球声名鹊
起，既是弘扬少林文化，也是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有利于塑造中国尊重宗教自由的良好形象。

而有些人却提出，少林托管昆明 4 所寺
庙，这对于昆明来说，在少林文化发扬壮大的
同时，相信带动旅游的发展。此举有一定开拓
意义，但是也提出了新的命题，将寺庙类似于
连锁形式的公司化经营，是不是会降低佛教文
化的神圣性，而给大众造成世俗化的心理定
势？外来的和尚是不是真能念“昆明的经”，少
林寺有少林寺的文化背景和当地的民俗民风，
昆明也有与之不太一样的民俗民风，这也是值
得思考的问题。

一个被外来和尚改变的古镇

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和不理解，并未能让
少林寺与昆明的4座寺庙“托管”模式的脚步停
下来。在签订合
作书不久，少林
寺即派出了僧团
远赴昆明官渡 4
座寺庙，正式开
始了“托管”实质
性运作。

少 林 寺 僧
团进驻官渡 4 座
古寺庙后，引起
了当地各界巨大
反响。一时间，
官渡少林寺成了
人们茶余饭后谈
论的焦点话题。

官 渡 少 林
寺负责人释延德
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当地的民
风非常朴实，他

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得非常热情，很多群众没
事了就跑到寺庙里和我们聊天，有时候还帮我
们干一些活，这让我们很感动。”

谈起当初来时的艰难，释延德说：“刚开
始，确实比较艰难，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不
过好在当地各级政府对我们很支持，工作开展
起来也容易得多。在所有一切步入正轨后，我
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也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当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

记者在采访时遇到当地一位 76岁高龄的
老人，这位名叫陈加林的老人听说记者是从河
南来采访少林寺的，他显得格外激动。紧紧地
握着记者的手说：“你们河南人真好，我30多年
前在河南待过两年，到现在我还记得曾去过碧
沙岗公园玩呢。唯一遗憾的是，因为那时候条
件落后，没去过少林寺，可让我做梦也想不到
的却是现在少林寺到了家门口。”

陈加林在跟记者谈起少林寺没来之前时
说：“那时候来游玩的人很少，没几个烧香的。
放眼望去，整个古镇死气沉沉。街道上的生意
也非常冷淡，有些维持不下去只好关门大吉。
你看现在，人这么多，到处都是商店，很红火
啊！最近我正打算让儿子帮我也租个门面房
开个茶馆呢。”

感到这种变化的不但是陈加林老人一个，
官渡古镇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杨寿宗说：

“以前这里没啥人气，现在人气很旺，平时还有
一些人把电话打到我们这里询问旅游的事情
呢。我们正在着手进行下一步的扩建改造，准
备把古镇打造成四星级旅游景区。”

记者在与昆明市政府官员接触中，他们纷纷
表示，自从少林寺进驻之后，这个千年古镇再次
焕发出了新的青春与活力。相信不久的将来，官
渡少林寺也会成为昆明市一张金灿灿的名片。

如今，官渡古镇正在进行二期扩建，轰鸣
的机器声汇聚成了一首前进乐曲。繁忙的工
程车从古镇牌坊前驶过，碾起滚滚红尘。

一个千年古镇，一群外来的和尚。因为他
们的到来，千年古镇的传奇故事再次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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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托管”模式一周年调查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青 文/图

我们常常谈论“纺锤形”社会阶层结构，在这种结构
的社会里，富豪和贫困者只是“纺锤”两端的极小一部分，
居中的绝大部分，则是温饱有余的中产阶层。毫无疑问，
这是目前为止最为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

近日，重庆社科院多位专家联手完成了2008年度重
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
查分析》。课题组专家认为，重庆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呈
倒“丁字形”。(12月9日华龙网)

细细研读这个倒“丁字形”结构，不难发现，正如专
家组的研究结果所言，占据人口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处在
丁字的那一横上；而一竖主要是代表着人口规模不大的
社会管理者或者说领导群体。这一社会阶层状态，与公
众对目前社会阶层分布状态的感知非常吻合。很明显，
虽然这个研究结果有着重庆的地方特色，却也是我国目
前社会阶层分化状态的真实写照。

稍微远离一下此研究方法的科学理性，这种以经济资
源、组织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出来
的社会阶层分布情况，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
简而言之，处在倒“丁”字那一竖上、占人口极少的群体，不
但在社会地位上处在高位，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占有上最大
可能地分割且享用了社会财富。而处在倒“丁”字那一横上
的，则用“支付”的方式，支撑起了倒“丁”字的那一竖。

这是一个不甚理想的社会结构。但有意思的是，此
课题的研究专家却告诉我们：重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总
体是和谐的。不说在教育、医疗、住房这类琐碎却能深刻
地刻画出社会伤痕的社会话题中，处在倒“丁字形”结构
上的两种人会有截然不同的感触，仅以近日的一个发端
于网帖的新闻为例，就可看出这种倒“丁字形”社会阶层
结构，实际上是一道社会伤疤。

还是在重庆。11月18日，云阳县的云峰村下了今年
的第一场雪，在这个小山村里，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色凉
鞋、提着一个用旧油漆桶改制的小火炉，在雨雪中一蹦一
跳地向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走去。

是谁制造了这个让人无比酸楚的故事，在重庆的社会
阶层研究专家得出相关研究结果的时候，或许已经无需追
索答案。虽然，有一个充满希望的词叫“向上流动”，只是，
在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固化甚至顽固化的当下，在既得利益
群体占据话语高地的当下，在既得利益群体漠视公平公正
的当下，“向上流动”，并不只具有物理意义上的高难度。

诚然，描出一份真实的社会阶层分布状况画卷，已
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可贵性。但是，如果其社会意义仅停
留在学术成就上，而不是据此反省，并做出相应的动作，
那么，这一道倒“丁字形”的社会伤疤，无疑会继续扩
大。 苗松

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电摩新国标最近闹腾得
很，因为它不仅涉及电动摩托车，还跟全国目前在路上跑
的1.2亿辆电动自行车息息相关。按照新国标的说法，时
速在20公里以上、自重超过40公斤的电动车都要按机动
车管理，车主要考驾照、要买交强险、要上快车道，这一标
准引来一波接一波的惊呼：电动车也骑不起了，上快车道
也更不安全了。

超速电动车要归为机动车管理，据说是为了安全考
虑，但搞到后来，反而可能更不安全也骑不起，这事好像
陷入了一个怪圈——似乎不能不调整，但调整又会伤及
民生，怎么办？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建议“电动车限速从目前的20公
里改为35公里”，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何祚庥认
为，在电动自行车的“标准”问题上，有一个特有的混乱理
念，往往把可在市场销售的合格产品应具备的“质量”标
准，和道路许可通行“标准”混为一谈。的确是如此，很多
汽车设计最高时速都在200公里以上，但我国高速公路
的最高限速却是120公里，如果按照新国标对电动车的
要求，那所有的汽车是不是都只能设计120公里的最高
时速呢？

很多报道披露了这样一条消息：目前国内1.2亿辆
的电动车，绝大部分最高时速都超过了20公里，自重也
不止40公斤。这其实呈现了一种现实的民生状态：在生
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人们对电动车的速度要求更高
了，“20公里以上算机动车”这一新国标里面的规定，已
经与现实严重脱节，毕竟任何一级的交管部门，也无法拿
出电动车时速超过 20 公里就能造成事故增多的数据。
如果一条法律规定令绝大多数人都在不知不觉间违法，
那就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标准本身有问题，需要应时
而变了。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本意是
为民众正常生活提供一个有序和安全的环境，它的终极
目标是民生，它是为民生服务的，而不是成为民众权利实
现的障碍。具体到新国标“超过20公里算机动车”的规
定，它已经成为民众实现“价廉物美出行权利”的障碍，在
权利面前，应该让路的是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而不是硬
生生地让民众牺牲权利来迎合不合实际的国标和法律条
文。这看似只是一个电动车标准如何制定的技术问题，
实质上却是权力与权利谁该为谁让路的问题。

现在离电摩新国标实施还有20天的时间，何祚庥院
士提出的“权力为民生让路”电动车标准解决方案，会不
会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值得期待。但从中自协的抗
议如石沉大海来看，何祚庥的建议会不会仅仅成为建议，
又不得不让人忧心忡忡。 赵勇

1年赔1万与生命教育的集体缺失
关于湘潭踩踏事件的赔偿问

题，据一位罹难学生亲属介绍，当地
政府最开始给出的方案是按年龄算
赔偿金额，一年1万元，但是遭到强
烈反对。之后，工作人员提出一次
性赔偿20多万元，也没有获得家属
同意。(见12月9日南方网)

虽然问责与赔偿，对于宝贵的
生命来说，最多只有告慰意义，但
是，如若“按年龄1年赔1万”这种赔
偿逻辑，是不是新生儿的赔偿是

“零”，连一条宠物狗的价都不值？
这种可笑、荒唐的方案被拒是

必然的，但我们对此的关注，不能停
留在这个方案没有被接纳上，而需
警醒，有这样“生命意识”的官员，会
在工作中，怎样对待老百姓的生命。

连日来，媒体接连曝光了发生
事故的这所学校的管理问题，包括

教学楼楼道灯光昏暗，只有一名管
理人员负责现场管理，教学楼设计
不合理，学生作息制度安排不合理
等等。把这些具体的细节，与当地
官员的“赔偿方案”联系起来，会得
到十分“合理”的解释——节省下来
的电费、人工费、管理费，对于赔偿
学生家长的损失来说，绰绰有余，按
年龄赔偿，初中生最多十五六万，多
聘管理人员，一年少则几万，更何
况，发生事故，还是小概率事件！

参与此次赔偿的官员，应该多
为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或者与教
育相关部门负责人，笔者由此更为
担心的是，这次惨案的教训并不会
被当地教育部门、学校认真吸取，他
们会由此转变学校的管理方式，推
行人性化管理么？

多年来，虽然有上级部门不断

下发通知，要求各类学校重视学生
的生命教育，去年 9 月 1 日，教育部
还通过电视，为全国中小学生上了

“开学第一课”生命教育，可是，各地
的校园安全事故还是频发，生命教
育仍旧是学校教育中十分薄弱的环
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问
题？现在这个“按年龄 1 年赔 1 万”
的方案，让我明白，应试教育体系或
是一方面原因，而对普通百姓生命
的漠视，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要开展对于学生的生命教育，
当下更紧迫的是要对教育管理官员
与学校办学者进行生命教育，要让
他们知道生命的尊严、平等。从这
一意义上看，对于政府部门和官员，
应以生命尊严的名义，让其对所有
当事家长和公众道歉，并追究责
任。 奇丙

假想敌
人大代表、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小钢向

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表示，前段时间广州公安
局联合多部门组织反恐演习，反恐演习所用的
假设多次都是以“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
性事件”。刘小钢说，“作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
觉得公安部门这么做不太好。”(12月9日《信息
时报》)

虽是演习，假想对象未必不会成为真实的
打击目标。这就好比一个想当演员的年轻人，
绝无可能到肉联厂去实习。

不可否认，有些讨薪群体性事件并非和平理
性。然而，社会治安问题、一般违法犯罪事件以及
权益诉求行动与恐怖主义事件有根本不同。这
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事件，有的要用催泪弹，有的则
要坐下来谈判。

工会人士说“不舒服”、“不太好”，我觉得
说轻了，给足了对方面子。把什么人、什么事情
作为国家机器的假想敌，这是你想选择什么样
的治理状态问题。 文/刘 敏 漫画/曹 一

云南昆明官渡少林寺云南昆明官渡少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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