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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丽

摘要┃既然开启了“上史书”这扇
门，就必须要了解，不光是一些闹事的
人会被记录，他们所闹之事、地方上的
政策应对等等都会一一被保存起来。
此乃公器，不是不可以用，而是在使用
的时候，须有敬畏之心，要站在经得起
历史考验的角度来对待自己的决策。

周末的时候，看到一条很有意思
的新闻：《南方都市报》7月25日报道，
陕西旬阳政府网近日刊文称，今后该
县重大缠访赴省进京非法上访者将进
入县志留“恶名”。26日，旬阳官方回
应称此举本意不是为了阻止民众正常
信访，而是专门针对专业闹事者，通过
一种“记录在案”的方式予以曝光，引
导公众对他们进行评判谴责。

对于上访这个老问题，各地想出
来的应对措施林林总总，也算是百花
齐放了。旬阳“上史书”的办法仍旧能
够脱颖而出，一下子让人觉得陕西真
是个人文积累丰富、历史深远绵长的
地方，在别处冷得不能再冷的地方志
编纂工作，经旬阳这么一搞，成了对付

“闹事者”的利器。这种形而上的处

罚，可比某些大动干戈的方式来得既
高大上又稳准狠。毕竟，对于国人来
说，虽然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但谁
也不想留有骂名。一直以来，人们都
在批评公开逮捕、公审大会的做法是
违背文明社会初衷的，但把闹事者“记
录在案”，让他不仅活着的时候成为负
面典型，在其死后也要“遗臭万年”。
只要这本地方志还在，其子弟亲族就
永远都无法免于这种羞辱。这样的处
理，透出一种深入骨髓的冷酷和严厉。

同时，这样的处理也让人们开始
注意几乎从来没有留心过的地方志。
我国历来有“易代修史、当代修志”的
说法。梁启超曾经说：“最古之史，实
为方志。”县志作为地方志的一种，按
照著名学者顾颉刚在《中国地方志综
录》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纪地理则有沿
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
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
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
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
物、艺文、金石、古迹。

今日之志，就是明日之史料；修志
之人，不亚于当年之史官。在我国历
史上，史官一直有秉笔直书的美誉。
即便是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让史官

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历史上，唐太
宗和宋太祖都有畏惧史官之笔的故事
流传。史官中，更有齐太史四兄弟、南
史氏、晋董狐以及北魏崔浩、唐代吴
兢、南宋袁枢等持公心、“宁负乡人，不
可负后世天下公议”的大家。温故知
新，相信当代地方志的编纂也是与前
代史家一脉相承的。

所以能进入县志并成为历史资料
的事实，都应该是全面、真实的。旬阳
方面既然开启了“上史书”这扇门，就
必须要了解，不光是一些闹事的人会
被记录，他们所闹之事、地方上的政策
应对等等都会一一被保存起来。此乃
公器，不是不可以用，而是在使用的时
候，须有敬畏之心，要站在经得起历史
考验的角度来对待自己的决策。历史
从来都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既然说到了历史，最后，不妨就回
到历史中去看看。

史有明文的一次著名上访是“缇
萦救父”。这个西汉时期的山东小姑
娘为了洗清父亲的冤屈，直接跑到现
在的陕西西安，上书汉文帝。此举不
光救了父亲，进而还促进废除了律法
中的“肉刑”。这是古代的双赢，或许
也会对当下有些启发吧。

所有人都应对“上史书”心存敬畏
□孙博宁

摘要┃敕封状元的戏
码，虽然很热闹，映射出的
旅游理念却是病态而功利
的。理性对待“状元文化”，
不仅需要教育部门积极引
导舆论，也需要企业乃至全
社会都能有理性的认识。

将高考第一名称为状
元并不新鲜，但让这些“学
霸”像演员一样鲜衣怒马
地游街，实在是很穿越的
场景。7 月 25 日，在山西
晋城皇城相府景区，来自
河南、河北、甘肃、吉林等 7
省(自治区）的 10 名高考状
元，被装扮成“康熙皇帝”
的工作人员敕封为“第一
甲状元赐进士及第”，且每
人获赏“诏书”一册、人民
币1万元。

北大清华抢状元，皇城
相府发红包。虽然主办方
给出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说
法，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这个戏剧感十足的“敕封仪
式”，不过是景区策划的一
次商业炒作。敲锣打鼓地
造势，招摇过市地演戏，无
非是想让这则“人造新闻”
经由围观者的手机流传于
社交媒体，甚至经过媒体报
道而攻占各大网站的“头
条”。

表面上看，这种事件营
销比传统的广告宣传更省
钱，闹出的动静更大，预期
效果也会更好。但深入分
析不难发现，策划一场如此
低俗的炒作，非但不能给皇

城相府这个国家5A级旅游
品牌加分，反而会因活动本
身与景区气质不符而减分。

皇城相府是一代名相
陈廷敬的故居，除了陈氏家
族“轻商重学，廉洁奉公”的
家风文化，最吸引游客的是
那些明清官宦宅居古建筑
群。前者彰显景区的文化
底蕴，后者陶冶游客的艺术
审美，体现的都是很现代、
很正统的旅游开发理念。
在这里上演敕封状元的戏
码，虽然很热闹，映射出的
旅游理念却是病态而功利
的。

状元与科举制度是封
建时代的文化符号，它们
被历史淘汰有必然原因。
景区邀请一群高考状元骑
马游街、吃状元宴、给予现
金奖励，与陈廷敬故居的
文化内涵背道而驰，也会
招致“开历史倒车”的批
判。从微博评论和新闻跟
帖来看，网友对这种活动
并不认可，这有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人们对皇城
相府的反感。

商业宣传有很多形式
和噱头，但不同的宣传手法
是有高低之分、雅俗之别
的，找准契合自己精神内核
的宣传形式，才最有效果。
这些年频频曝出企业、景区
等以“高考状元”为噱头进
行宣传的新闻，提醒我们，
理性对待“状元文化”并消
除其不良的副作用，不仅需
要教育部门积极引导舆论，
也需要企业乃至全社会都
能有理性的认识。

“敕封状元”
是一出低俗商业闹剧

一项生猪养殖专项补贴，令一个农业
大市 8 个县（区、市）的畜牧局在任或原任
局长被立案侦查。

广东省梅州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生
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项目中
央专项补贴”职务犯罪，截至7月初已立案
侦查 31 件 31 人，涉及专项补贴资金超过
7000万元。据梅州市检察机关有关办案人
员介绍，骗取生猪补贴的主要方式是编造
虚假申报材料：有的根本没有养猪场，有的
达不到标准夸大数字，有的是新建猪场违
规申报等。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骗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