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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里之争：“吃独食”还是求多赢
7 月 9 日，文化部、国家

文物局联合发出《关于把握
正确导向，做好文化遗产保
护开发工作的通知》，要求不
宣传有争议、未认定的名人
故里，不命名虚构人物故里，
严禁利用反面或负面人物形
象举办主题文化活动。

长期以来，各地为抢名人资源而纷争四
起，从历史上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到近年来
四川江油和湖北安陆争夺李白故里，名人故里
之争愈演愈烈，涉及我省的名人故里争议也屡
见不鲜：周口与甘肃天水争伏羲故里，鹿邑、安
徽涡阳、甘肃临洮争老子故里，永城和安徽亳
州争曹操、华佗故里，新蔡和安徽临泉争姜尚
故里，商丘和安徽蒙城争庄子故里……

名人故里之争，已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
由此引发了无数口水仗。如何化解纷争，“吃
独食”还是双赢？着实是一道考验地方发展智
慧的新课题。

名人故里之争乱象纷呈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周作人曾说过，我的故
乡不止一个。

近期，各地争夺历史名人的热度，就像眼
下的天气一样炙手可热，乃至文学作品中的人
物，也引起了很多地方的争抢。

5月 29日，南阳市的数百网友在卧龙岗前
拉起条幅，30 名小学生齐诵诸葛亮的名作《出
师表》，现场还有人砸毁一台电视机，并征集拒
看电视剧《三国》的游客与市民签名，以抗议

《三国》称“诸葛亮躬耕地”是襄阳。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三国》不仅引起南

阳人的强烈不满，更是将旷日持久的名人争夺
战推向高潮，引发了“连锁反应”——河南永城
和安徽亳州争曹操故里；重庆奉节、四川彭山
全民动员，寻找刘备墓，两地相继有人要向国
家文物局申请开挖各自的刘备墓；赵云、貂蝉
也成了争夺对象，河北正定、临城与四川元氏
争赵云故里，甘肃康乐、陕西米脂、山西忻州抢
貂蝉故里；三国美女大乔小乔的故里，则引发
了湖北嘉鱼、河南商丘、湖南岳阳、浙江义乌及
安徽潜山、庐江、南陵等五省七地的激烈争夺，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找不出名人，就打起了
文学作品的主意，花样也不断翻新：山西、甘肃、
陕西多个地方抢起了貂蝉故里；孙悟空、观音也
先后“被故里”，山西娄烦县宣布开发“花果山孙

大圣故里风景区”；四川遂宁不仅打出了“观音
故里”的旗号，还举办选秀大赛，选拔形象大使。

让人惊异的是，名著《水浒传》中虚构的文
学人物，集奸商、恶霸、大淫贼于一身，臭名远
扬的西门庆，竟然被三个地方当成了香饽饽，
争着当其故里，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将历史名人作为商标进行抢注，成了很多
地方不约而同的行动。记者在国家商标局商
标查询系统中，输入关键词“故里”进行查询，
查到以故里命名的旅游类商标 115个，其中既
有黄帝、轩辕、仓颉，也有老子、孟子、孙子、墨
子，还有荷仙、哪吒、唐僧，我国古代四大美女
的名字也被作为商标抢注一空。

面对各地名人故里之争此起彼伏、你方唱
罢我登场的热闹现象，有人赋诗曰：

天上大圣傻了眼，人间几多花果山。
名人户籍多纷扰，火眼金睛难看穿。
唇枪舌剑为赵云，对簿公堂争诗仙。
更有西门大官人，两省三地会金莲。
人人要吃唐僧肉，处处故里抢得欢。
名利渐欲迷人眼，折腾何处是乡关？

纷争不息为哪般

新浪网的调查显示：网友认为各地争夺名
人故里的原因中，“无非是为当地争取旅游资
源，发展经济”的，有 58.3%，认为“争作历史名
人故里有面子”的，有5.1%。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受到很多地方重视，而拥有“名人故里”的金字
招牌，会增加地方的文化底蕴，带来“眼球效
应”，从而促进当地发展。人们耳熟能详的口
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名人故里之争作
出了很好的诠释。

毋庸讳言，很多地方争抢名人故里，是为
了发展经济而博弈，一些地方也由此获得了经
济回报。2005年11月11日，我省虞城县的“木
兰传说”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虞城县趁势打响“中国木兰之乡”品牌，面
向海内外连年举办“木兰文化节”，这个不起眼
的豫东小县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虞城利用
木兰之乡品牌招商引资 100多亿元，故里经济

巨大的产业价值，由此可见一
斑。

挖掘名人资源，就可以开
发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
收入。一些地方曾抱着这样的
美好初衷，但很少有人意识到，
高回报与高风险，就如一把双
刃剑，新建的景点能否被市场
认可，却是一个问题。

三国时期，曹操和袁绍在
中牟官渡进行了一场恶战，成
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
例。1993 年，中牟县投资 1680
万元打造“官渡古战场”，再现
昔日那场有诸多英雄豪杰参与
的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这个
景点开业之初着实火了一阵，

然而，风光一阵过后，很
快就变得门前冷落车马
稀，无奈地变成了新的

“遗址”。
统计显示：1999 年，

官渡古战场的经营收入
为38981元，2000年跌到
10616 元，2004 年之后，
每天的门票收入不足 30
元，入不敷出。

目前，很多地方已
形成一套固定流程的名
人 故 里 旅 游“ 营 销 模
式”：组织专家学者挖掘
名人资源、巨资修复故
居遗址、大力推介宣传、
举办节会活动等，以招
商引资，发展旅游业。

在利益驱动下，历
史名人的身世尚未考证
清楚，一些地方便抱着

“不争白不争”、“先建起来再说”的心态，大肆
制造“人文景观”，修建与名人有关的旅游仿古
工程，欲在名人经济的大蛋糕里分一杯羹。

一些地方不惜大兴土木，动辄投入上亿元
兴建名人文化旅游项目。我省鹿邑投资2亿元
恢复重建老子明道宫、太清宫，仅明道宫景区就
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安
徽涡阳花了120万元，建了一座老子骑青牛的铜
像，但游人在两地看到的，只是一堆铺张的仿古
建筑，难以领略老子的精神内涵及文化特质。

老子可谓是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
我省鹿邑与安徽涡阳县同处道家文化发祥地
的涡河两岸，以前，老子诞生在鹿邑的观点，正
史中并无争议。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叫马炳文的道人提
出了老子故里在涡阳的观点，引起了鹿邑人的
激烈反击。围绕着老子故里归属，两地人唇枪
舌剑，口诛笔伐，一发而不可收，争论一直从民
间蔓延到了官方。

从 1997 年至今，在百度“鹿邑吧”、“涡阳
吧”和“人龙论坛”等道学研究网站上，多是有
关老子故里归属的争论。两地人争论不休，甚
至演变成相互谩骂和人身攻击，就连两地的公
务员也以网友名义加入其中。最初卷入争论
的学者，已从壮年走到了暮年，纷争持续近 20
年仍无结果。

早在2004年，鹿邑县就成立了老子文化开
发办公室，大力实施“老子文化兴县”战略。该
县先后投资6亿多元，建设了老子文化广场、老
子故居等景观，形成了老子故里旅游景观群。

涡阳县也不甘落后地打老子牌，包装老子
旅游产品。除了组织专家著书立说，该县打造
的老子文化旅游景点天静宫，主体及配套工程
已建到了第三期。

化解纷争考验发展智慧

其实，争抢历史名人并非中国的“特色”。

瑞典历史学教授巴克特曼说，欧洲争名人
故里的风气也很严重。瑞典有 38个地方挂着

“诺贝尔故居”、“诺贝尔小屋”、“诺贝尔学堂”
等招牌，法国巴黎有三处巴黎公社社员墙，在
德国，歌德有两个故乡，马克思有三个故乡。

与中国不同的是，国外很多城市争的并非
历史名人的故里，而是竞争谁对名人的遗迹保
护得好，他们不会随意用纳税人的钱建不伦不
类的仿古建筑。与国内一掷万金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上海世博会上展示的丹麦“小美人
鱼”，个头不到1.8米，却被丹麦人视作瑰宝。

近日，山东滕州宣称“墨子故里在滕州”。
很多鲁山人因此呼吁，河南的利益受到了侵
害，应当反击滕州方面的误导宣传。

河南墨子学会副会长、省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原所长萧鲁阳告诉记者，从墨子的著作中可
以看出，墨子活动的地方在河南鲁山，当地保
留着很多墨子著作中的古迹及风俗。墨子故
乡在鲁山，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针对硝烟弥漫的名人故里争夺战，萧鲁阳
不无忧虑地表示，他们不会作无谓争论，而是
要深入研究，还原历史真相，确定墨子故乡。
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史料及史料间存在矛盾，
古人的籍贯难免存在争议，这属于学术问题。
一些学者未进行深入研究，就匆忙得出结论，
这很不严肃。

也有人认为名人故里之争有好处。新浪
网的调查显示，认为名人故里之争“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对历史名人的研究”的，占 24.4%，认
为“完全没有意义”的占9.3%，有2.9%的人认为

“不好说”。
针对一些地方打着传承文化旗号争夺名

人故里、兴建假文物、盲目举办祭拜活动、肆意
炒作负面历史人物，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的通
知要求，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故居、重要文
物所在地的认定，要本着积极有益、少而精的
原则，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参与认定，有
争议、未经认定的，不宜命名或宣传。

故里之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但争夺的

各方往往两败俱伤，无休止的
争论留给外地人的，是越来越
强 的 不 认 同 感 。 共 享 名 人 品
牌、携手共赢，已成为一些地方
的明智之举。

安徽合肥是包公的故乡，广
东肇庆是包公的成名地，河南开

封是包公的扬名地，但三地并未陷入争夺包公
文化资源的纷争，而是签署协议，决定共同培
育包公文化旅游品牌，携手举办包公文化研讨
会、共同推出三地都适用的包公文化旅游宣传
片、开通包公文化三地联游线路、实施相关旅
游优惠政策等，以实现包公文化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相得益彰。

“吃独食”还是携手多赢

南阳和襄樊（古襄阳）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之
争，是名人资源纷争中唯一一桩持续数百年的
历史旧案，从明代一直争论到现在，难下定论。

1990年，中国邮政发行《三国演义》特种邮
票，其中的一张“三顾茅庐”邮票，无意中触动
了历史旧怨，襄樊和南阳皆争夺该组邮票的首
发地，“邮票门”由此爆发，邮票发行部门不得
不让两地各自举办首发式。

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
收录的《隆中对》，加注称：“隆中，山名，在现在
的湖北襄樊。”在《出师表》中对“南阳”一词注
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
此举遭到上万名南阳人签名抗议，引发“教材
门”，教科书随之作了修改。

2008 年 6 月 8 日，央视一则湖北襄樊的城
市广告“诸葛躬耕地，山水襄樊城”，又激起了
南阳人的抗议，是为“广告门”。广告为此改为

“诸葛故居地，山水襄樊城”。
躬耕地之争背后有着巨大的潜在收益。

2003 年 9 月，襄樊招商团访问日本，向日方推
介本地是诸葛亮的躬耕地，一家日企的常务董
事志贺俊之是诸葛亮的忠实“粉丝”，还给儿子
取名为“亮”。因此缘故，该企业来到襄樊投资
建厂。

有意思的是，南阳和湖北襄樊经常争得热火
朝天，另一方面，一对“老冤家”却呈现亦敌亦友的
迹象，说明争论双方完全可以走向合作与共赢。

前不久公布的《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纲要》提出，重点打造以诸葛亮武侯祠为核心
的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而三国文化旅
游区，是襄樊的“十一五”优先发展项目。

面对竞争对手，“鼓励旅行社与重点客源地
搞好对接，加强与洛阳、平顶山、襄樊等周边城
市的合作”的要求，却赫然写进南阳市的《政府
工作报告》。南阳市的导游李小姐说：由于两地
并没有互相“拆台”，崇拜诸葛亮的游客到了襄
阳想去南阳看看，到了南阳也愿去襄阳走走。

对于诸葛亮躬耕地的纷争，很多人抛却了
地域感情色彩。南阳著名作家周同宾认为，诸
葛亮躬耕地在南阳众人皆知，但躬耕地和故居
地是两个概念，住过的地方都可以称为故居
地。诸葛亮在山东和河南叶县、唐河桐寨铺等
地都住过，也可能在襄阳住过。因此，襄阳是
诸葛亮故居地的说法是可行的。

南阳市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争名人资源不是“吃独食”，如果转变“有你无
我、有我无你”的观念，双方相互“补台”，可以
做大名人资源，形成更大的蛋糕，名人资源的
开发会是另一种局面。

本报记者 余英茂

医保卡如何实现功能回归
近段时间,医保卡被滥用的

情况经常发生：不少药店开成了
“超市”，不仅卖药，也卖酱油、毛
巾等生活用品，顾客拿医保卡就
可以埋单。

其实，医保卡变身为“酱油
卡”、“购物卡”的现象，并非新问
题。国内类似情况不胜枚举，更有
甚者，药贩和药店勾结，帮持卡人
以70%的折扣套取医保卡现金。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很多人
包括医保部门首先想到的，就是
加强监管，消除制度漏洞。比如，
医保部门就表示，发现有定点零
售药店刷医保卡卖日用品的，将

“罚三千到一万元”；同时，有关部
门也向公众发出呼吁，请大家不
要乱花医保卡内的救命钱，不要

“占小便宜吃大亏”，等等。
在监管环节下工夫，当然有

其必要性。但如果我们从整个政
策性医疗保险这一“系统”来探
析，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视角、
一些更本质性的启示。

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是：按
制度设计初衷，医保卡本应被百
姓视作“救命钱”、会得到自觉珍
视，何以遭遇如此现实尴尬？难
道老百姓连这点基本的自爱之
心、理性和常识都不具备？这就
涉及另一个问题：现行的医保卡
以及政策性医疗保险制度本身，
为何并未对公众体现出其本应具
备的吸引力？实事求是地说，政
策性医疗保险网络的搭建，顺应
了转型期中国的现实需求，对此
前失之偏颇的医疗体制也是一种
纠偏；然而毋庸讳言，由于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制度尚处草创阶段，
加之各地推进程度不一，不完善、
不合理之处自然难以避免——

比如，医保卡使用不够方便，
手续复杂。也许是出于监管的考
虑，不少地方设置了医保卡刷卡

购药限额，在福州工作的李女士
就埋怨，有一次她要买280元的药
品，可药店说按规定每半个月只
能刷卡150元，她只好隔了半个月
后又去了一次药店，才把药买
齐。而一旦住院、动手术，医保卡
的报销流程则更为复杂，让一些
病人和家属叫苦不迭。

又如，医保卡的“医疗保障”
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个人账户
部分资金太少，对看病作用有限，
如果看大病时再碰上某些医院不
主动告知，走的是门诊而不是住
院渠道，报销比例更是有限。有
人还曾计算过，某省实行的“全民
医保”，远远不能达到“病者有所
医”的程度，医保卡充其量只能算
是张“八折卡”、“六折卡”。

再如，地域限制太死，医保卡
的“漫游”和“互联互通”功能缺
失。目前，医保卡基本上还是“地
方粮票”，不仅难以跨城市、跨省
份使用，甚至在一些城市内部尚
且存在鸿沟。在人口流动日益频
繁的今天，这种“割据”局面自然
也会影响医保卡的吸引力，让持
卡人对卡内资金没有安全感。

其实，换个视角，医保卡的使
用并没有必要死守某种固定模
式。比如北京就规定，医保卡资
金可以自由去银行取现；又如，广
州拟出台新规定，医保卡账户内
资金可一家人合用……这些做
法，目的只有一个：让医保卡更人
性化、更好用。

可见，防止医保卡被“钻空
子”，绝不能仅靠静态的加强监
管，更要通过增加、凸显“医疗保
障功能”，让医保卡摆脱“鸡肋”形
象，越来越实用、贴心，从而提升
公众“忠诚度”，如此，老百姓必然
会倍加珍惜医保卡账户资金，而
药店以及任何觊觎这些资金者也
未必有机会下手。 徐 锋

但愿“三钱”别成大师的句号
98岁的钱伟长走了。
8 年前，我们送别中国原子弹之父、师从居里夫妇的钱三

强；去年，我们送别中国航天之父、留下中国教育世纪之问的钱
学森；今天，我们挥别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曾得到爱
因斯坦赞叹、有“万能科学家”之称的钱伟长。

被周恩来总理命名的、为中国科技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三
钱”从此成了绝响，历史悄然合上了这一页。

虽然我们知道迟早会失去他们，但“三钱”的相继仙逝，仍然
引发了我们灵魂深处的痛楚。这份痛楚，近年来我们并不陌
生。送别钱钟书、送别冰心、送别巴金……现在是钱伟长。我们
不断和这样一些世纪老人作最后的挥别。以中国人传统的眼光
来看，98岁当是喜丧，或应点起红蜡烛，为钱老送行。

我们的痛楚，不仅仅在于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生命已萎，他们的
逝去还提醒人们：那个始于“五四”的，厚重的时代，那个纯真的、充
满理想主义的人文时代，那些把德先生、赛先生看得重逾生命的传
奇人物，终于远离我们，凝固成一个个不再回顾的背影。“三钱”，这
样一些长寿的、辉煌的生命，韧成了一根飘忽的丝线，将两个世纪
的悬望相串，让我们的记忆复活，用他们所象征的理想主义追求和
科学精神，温暖和慰藉着今人浮躁的心灵。

钱伟长先生成了“三钱”的句号，我们多么希望，他不会真的
成为一代大师的最终句号。

纵观钱伟长的成长经历：江苏无锡鸿声镇七房桥村贫穷的
乡村教师之子，因家境贫寒而营养不良，上大学时身高只有1.49
米；以国文、历史满分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然而其他四门课，
数、理、化、英文，一共只考了25分；因为抗战爆发、国难当头，钱
伟长决定要学“造飞机大炮”的学问，这个物理5分的历史系学
生居然转学到物理系，并最终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

这样细细一想，未免有些沮丧。按现在的升学体制，钱伟长
几乎可以肯定会与清华绝缘。生于贫穷的乡村，没有补习班可
上，难有自主招生的机会，严重的偏科将使他望一本分数线生
畏，更不要说以文科生而转到竞赛尖子云集的物理系——钱伟
长的“奇遇”，在今天看来，简直如天方夜谭。但在当年，却并不
稀奇，比如他的本家钱钟书，当年也是以国文满分、数学十几分
被清华破格录取。

钱伟长说，我没有专业，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国家的需
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还说，好学生就是“有一肚皮问题的学
生”。这些理念今天听来渐渐陌生了。什么赚钱就开什么专业，
这不光是学生的选择，甚至也成了很多高校的选择。什么是好
学生，就是“一肚皮标准答案”的学生。在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
正在急剧下降……

钱学森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世纪之问，钱伟长带着“一肚皮的
问题”离去，他们留下的问号，亟待中国教育改革尽快作出解
答。否则，他们真的将成为一个个醒目的句号，终结我们对大师
的悬望…… 李泓冰

别让国学教育止步于“经典诵读”
教育部今年将在全国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

诵读行动”试点，北京市教委日前透露，昌平区已
被确定为试点区，区内中小学、中职学校将在语
文、历史、德育等课程中强化经典讲解、诵读内
容，高校大学语文及中文、播音主持、影视话剧表
演、师范类等专业相关课程中也需训练和考核学
生诵读和书写技能。（《北京日报》8月2日）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符号，尤其是我们这样
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随
着经济的腾飞，文化的复兴也成为一个重要课
题。在这样的时候，高举捍卫传统文化大旗的
国学热就是一种必然。近年来，公共社会对传
统的兴趣日增，对经典的关注越来越强烈，神州
大地，经典诵读蔚然成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精神经典。经典，经过了
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我们自然有责任、有理由将
之继承发扬传承后世，国学教育责任重大。但
问题是，捍卫传统、弘扬国学的教育，不能止步
于让中小学生们进行“经典诵读”。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曾经说过，传播中国文
化不能一味钻进历史故纸堆，应强调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的结合，应与世界上其他文明接轨。在
笔者看来，中小学阶段的国学教育，应重在传统人
文积极精神理念的传播，而不能总是停留在简单

地、机械地经典文本诵读或者文本书写。我认为，
应该以传统文化为本、以时代精神为辅，融会提炼
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国学教材”，引导和教育学
生用新视角去理解传统文化、传承国学。

否则的话，日读经典一千遍，也就是“诵读”
而已。学生并不能真正理解经典的内涵与外延，
而传承文化国学，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父母呼，
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笔者上小学
的儿子最近也在学校里学习《弟子规》，背诵起来
滚瓜烂熟、头头是道，我就问理解了多少，他摇头
回答不懂，说老师让背就背了，背熟了通过老师
的检查就好了。显然，如此局限在固有条条框框
中的所谓经典背诵，也就是“背诵”而已，内容一
知半解，含义模模糊糊，扔下书本，还能指望学生
自觉恪守脱离社会现实的“弟子规”吗？

诵读经典的教育理念，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这只是国学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之一，而不能
成为全部——国学教育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
文化浸润式教育，不能成为“经典复读机”。笔
者建议教育部在大力推进国学教育的过程中，
应当充分考虑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
力，以培养青少年一代的国学兴趣为主，多一些
趣味性、综合性的引导，而少一些“晨读经典”式
的教育强制。 鱼烟罗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
央行宣布中国超日成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境外各个
机构纷纷表现出力捧中国之
意。英国智囊组织国家经济
与社会研究所(NIESR)更是发
表报告称，中国只需9年时间
就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
经济体。对此，中国社会科学
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
奇表示，预计2025年中国将
赶超美国。他并提醒，中国
需防范发达国家的“先捧后
杀”策略。 对于这一看似振
奋人心的报告，我们要保持
冷静的头脑。焦海洋 文/图

南阳和襄樊对于诸葛亮躬耕地争论了数百年

两省三地争夺老子故里（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