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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
知，对山东省聊城市、河北省邯郸市、湖北省随州市、
安徽省寿县、河南省浚县、湖南省岳阳市、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云南省大理市等 ! 市县，因保护工作不
力，致使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名
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进行了通报批评。

这一通知被视作是有关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
力的地方发出的第一次“黄牌警告”。

“拆旧仿古”频频上演

"##$ 年 % 月，岳阳楼景区汴河街试开街。翻修一
新的汴河街贵气十足，气势恢宏的光鲜迎客。然而，岳阳市民
们却有着另一番感受。“这就是一个仿制品。”岳阳一位文物
保护人士说，“新汴河街很漂亮，但却没有了岳阳的记忆。”

岳阳市的做法并非孤例。山东聊城就是另一个“推倒重来”的版
本。&年前，聊城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古城重建计划。曾经的旧屋悉数
夷为平地，周边的道路逐一拆除，都让位于那些漆色崭新的仿古城
墙、角楼、府衙和考院。随之消逝的，便是聊城古城的历史原貌……
“拆旧仿古”的戏码接二连三地上演，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在推

土机的轰鸣声中改头换面，让“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字招牌岌岌
可危。

中国有许多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自从 '%!"年首批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公布至今，共有 ((%个城市得此殊荣。它们中有曾经的各朝都
城，有历史上的政治经济重镇，也有某些历史大事件的发生
地。

按照规定，至少拥有两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才能申报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有专家表示，中国当下 ((%个历史文化名城
中，有将近 "#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
区不合格。

商业利益驱动是主因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当年领
衔编制了《聊城古城保护与整治规划》。按照规划，应当对古
城建筑原样原修，并留存部分居民。然而，聊城地方政府只是
采纳了该规划的部分内容，大片拆除老街区，并新建仿古宅
院。“街巷的基本格局虽然还在，但里面的建筑全都变掉了，就剩了一
条‘假裤子’。”

阮仪三说，很多人把保护历史文化街区跟发展旅游等同起来，保护历史文化
街区就是为了发展旅游；发展旅游就应该尽快取得经济效益，所以保护就是为了
赚钱，这一下又陷入商业开发的死胡同了，根本不可持续。

事实上，在丽江、平遥、乌镇等古城古镇旅游业兴起之后，许多地方也按捺
不住，盲目跟风。“历史文化名城”的确是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但问题也恰
恰出在这里。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说：“进入旅游开发程序后，
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把文物保护放在首位，把适度开发变成了过度开发，城市的文
化性、原真性、自然性和生态性被破坏。”

然而旅游开发的目的并不足以解释全部。
有专家认为，很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街区出现大拆大建、保护不力的

不良倾向，还与地方政府内部欠科学的政绩考核方式有关系。一些城市管理者为
了谋求升迁资本，在任内急于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快
速提高 )*+。
“主要还是源于土地财政的老路子。”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说，“文

化遗产第一条原则就是原真性，这就要求保证传统生活的延续性。如果为了做旅
游、搞商业，把老百姓全都赶出老街区，那原真性就
大打折扣，生活的延续性就完全没有了。”

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

推倒重来的聊城已经成为负面典型。在 ",("年 -月召开的“纪念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设立三十周年论坛”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痛批“拆真名城、建假古
董”的行为，直接点名聊城，“成片历史街区被拆掉，统一建仿古建筑，一个设
计图纸、一个时间建出来的”。

根据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历史
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性影响应该追究相应责任。
“但终究还是缺乏一个退出机制。”柳肃说。近年来，业内不少专家学者一直建言应建

立历史文化名城的退出机制，如保护不力可取消其称号，但此提议至今未取得实质性回
应。

这次由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下发的通知中，只提到要将整改情况于今年 !月 &(日前
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将视整改情况，决定是否请示国务院将其列入濒危
名单，也没有看到具体的“退出”或“除名”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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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后的新

汴河街

位于聊城旧城

中央的光岳楼

大理古城一角

很高兴看到海外版登载《我们还需

要汉字书写吗？》 （2012年 12月 14日

第15版）一文。

显然，手写与键盘的论战仍将持续

经年。手写体，无论何语种，面对戏剧

化突变的电子时代，都会萎缩。跟随我

们若干年代的笔已经不那么温暖，却依

然鲜活。明天，漫长的人类文明进化，

会给其应具的文化定位。

西方———

当今举世各个角落，电子设备无所
不在，人类交流的进化正以前所未有的

惊人速度而日新月异。稍稍不留意
新的技术，明天我们就会被视作文
化乞丐。在美国，不略懂些电子设备的常识，生活工作都举步维艰。

有意思的是，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的最新版，都含手写体的辨认系统。并不只将
手写体改换成印刷体，而是尽可能接近原始笔迹的显示。我们对这种显示系统的
精确度批评不已，但它迟早有一天会像使用派克笔在软硬适度的高质纸面上书写
一样，任我们得心应手。

手写体被今天电子设备的开发科学家、商家、用户及社会所关注，印证手写
体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一张感谢卡、生日卡、哀悼卡……今天的美国，自小学
生一直到耆老，都会郑重其事地手写几句话；很多雇主，面试时的最后一道菜是
让应征者写下一段文字，那很可能是决定取舍的关键；连最擅长计算机文字的律
师们，面对客户也还是手写笔录占多数，因为方便实惠。

对手写体存在的价值的辩论早在 "##年前就已开始。威廉姆科替斯伯爵 (!".

年呼吁教育核心的三基础之一就是书写。清晰工整的手写可以大大促进学生智商
开发，有效地帮助学生拼写和记忆。近几十年的研究清晰地证实，这种规范的教育
是其他手段达不到的：不能完成手写训练的学生，往往在阅读、记忆或高一级学校
的教育中失败；而练好手写对逻辑、组织、修正及自主掌控文字，都大有裨益。

中国———

请看，今天在美国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教育强调手写的
呼吁中一条极具气魄的缘由，是要学生懂得东西方文化本
没有藩篱，本源于同根的丰富传统。美国学校教育学生要
像东方人一样会手写，甚至学习书法。可今天国内中文书
写，真是令人忧心。

象形文字的中文比拼音文字更复杂，更需有多量的时
空去培养。手写才能深深感受文字结构的精准。手写是最
终完美掌握汉字的唯一手段。目下国内流行的拼音输入法
扭换了汉字的结构组合原始衍化，是对汉字教育的极大挑
战。年轻一代手脑反射都没有建立，提笔忘字错别字比比
皆是，颟顸之态贻笑坊间。他们误解了键盘。美欧国家的
人们键盘表达是出色的，手写也是可以匹配的。国内教育
对手写的轻视是对快餐文化的曲解。

手写的建立像手织毛线，一针一线的构建要倾注心血
花费时间，而拆卸织成的毛衣只要轻轻拉一根线头，就迅
即全部解体。国内对手写体的疏忽可以回溯到几十年前。

因此文字表达的低落，非得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才能回归。
我常想，今天国内的服装手饰美容已然引领世界新潮，而为什么我们

的手写体的整体水准会下降如此之多？以往我结识的国内老一辈学者们在
专业以外，都有很深的中文造诣，毛笔字杰出，他们英法文手写体连外国
学者都佩服。他们的传承今何在？

政府行政职能的支持完全不可缺如。政府有支架，才能让生机勃勃的藤
蔓爬满结果。可是，任何文化行为的衍化繁茂，单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是
断走不远的。它的生命力的张扬要靠每份报刊，每个高等院校的每个教
研室，每个中小学校，每个文化单位，每位从事教育的人，每位家长，每

位同学。
中华整体书写的复苏和对世界文明的辐射，靠的是经年累月

一笔一画的习字。那才是 (&亿人民的软实力。

碰撞

电子时代的手写体
漆孝诗（美国）

据人民网报道 日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洛南
盆地旧石器遗址发掘考古最新重大成果。据了解，",((

年 /月到 (,月，考古队对张豁口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共
揭露遗址 ($,余平方米，从遗址不同时代形成的黄土层中
已出土各类石制品 "万余件，并在遗址周围陆续采集到脱
层石制品数百件；",("年 %月至 ("月，考古队新清理遗
址面积 (&,,余平方米，新出土各类石制品 (0!万余件。

据考古队专家介绍，这些石制品既包含有手斧、手
镐、薄刃斧、砍砸器、大型石刀和石球等重型器物，又含
有轻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除了出土的数量和类型惊
人，一些石制品出土时还可以在原地拼合起来。另外，考
古人员还发现了原始人类打制石器时遗留的作业点。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王社江研究员介绍，目前秦岭洛南石器遗址
年代确定在 $#万年至 &万年到 .万年之间，手斧等石器
现发掘能确定年代为 ".万年至 $万年左右。

陕西洛南盆地距离西安 (##多公里，位于东秦岭。作
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
在这里居住，它不仅是现代人类的摇篮之一，更是人类文
明最早开放的一支最艳丽的奇葩。从上世纪末，中国考古
人员就开始在这里探测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连续 (! 年的
考古发掘目前有了新的进展。

文化地理

陕西现世界最密集旧石器遗址

雷公山是苗岭主峰，长江水系和珠
江水系的分水岭。咱刀苗寨，一个苗族
风情浓郁的古村落，就坐落在这巍巍苗
岭主峰脚下。

咱刀苗寨依山傍水，村落周边古
柏、古楠、水杉、红豆杉等名贵古木依稀
可见。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把寨子一
分为二。这条小溪，就是清水江的源头。

走进寨门，依山而建的苗族吊脚楼
高低错落，古老池塘上建的水上粮仓鳞
次栉比。水上粮仓位于寨子中央的低洼
处，/# 多个至今都还使用的粮仓整齐
地排列在池塘上。粮仓建于水塘上，具
有防火、防鼠、防蚁三大功用。很多古建
筑专家到此，无不惊叹其举世无双的罕
见建筑风格。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苗族贾理”，是咱刀苗寨最靓丽的一道
文化风景。贾理制度是苗族传统文化的
根基和核心，咱刀苗寨的贾理制度遗
存，其完整性和独特性在黔东南苗族村
落中可谓首屈一指。

贾理制度中的启鼓、启笙、启耕、忌
雷等礼制分别由不同家族中的一名寨
老担当负责。直到现在，新年的跳鼓和
跳笙，也是由启笙长老家族先吹笙、启
鼓长老家族先擂鼓，全村才跟着欢歌起

舞。铜鼓，是咱刀苗寨贾理文化中鼓社
制度的重要礼器。历史上，每逢重大的
节庆活动，人们在村北跨村南的小河中
以十二面铜鼓为跳墩，贾理长老踩着铜
鼓，八面威风过河去主持仪式。后来，河
面上架起高桥，村子的行政村名也就称
为“新桥”。但是，“咱刀”仍然作为自然
村落的寨名为人们沿用。

为了灌溉咱刀河两岸的农田，苗族
先民们数百年前就在咱刀河上游修筑
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池塘，用于养鱼和
灌溉，因此人们又把这座古村落称为
“大塘”。咱刀苗寨是由历史上的“方
寨”、“固寨”、“两寨”三个自然寨发展而
成的一个大村落。以苗族部族支系名称
命名的“方寨”、“固寨”、“两寨”这种古
村名，在寨中也只有年过古稀的老人才
道得清楚。加上苗族古歌和古经中记载
的古村名，咱刀苗寨的称呼就有十来个
之多。村名别称之多，这在黔东南苗寨
中也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咱刀苗寨西面寨头，如今仍矗立着
一块明末清初的“贾理石”。这是当年村
民为修葺寨墙抵御外侮，惩治一名里通
外敌的奸细而立的石碑。由苗岭主峰绵
延而来的一座大山岭和西南、东北两座
小山脊的环抱，加上寨子正前方河沿高

崖的护佑，咱刀苗寨在地势上就很有军
事防御的自然优势。为了强化这种防御
功能，苗族先民依着山势还修建了一道
护寨防御墙。寨墙自东北的天然河道
起，全部用青石修砌，沿着东西两侧的
山脊向上爬升，再折转至寨后山峦悬崖
处。伴着防御墙，顺着山脊，还佐有一条
防御道，有的地方十分狭窄，仅能容纳
一人通过，这样的防御道一直环绕着到

达每一个山口和防御哨。
咱刀苗寨是黔东南苗族迁徙路上

重要的一站。历史上，苗族先民由北而
南进入湘桂边区，再逆都柳江而上进入
雷公山地区。黔东南苗族的方、固、两、
西等主要族群支系都先后经过咱刀，并
遗存了各支系丰厚的古老文明。如果说
黔东南是苗族文化的万花筒，咱刀就是
这个万花筒的一个缩影。

咱刀苗寨 苗疆贾理文化村
李 奕 余学军

中国最美古村

建筑风格罕见的咱刀苗寨水上粮仓 向泽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