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传承，
应突破地域疆界
本报记者 黄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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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VS东平

为“地名权”对簿公堂

济宁市梁山县和泰安市东平县，
2010年因水浒“地名权”闹上了公堂。

东平湖开发者在宣传推介中，将
腊山称为“前梁山”，将腊山附近的六
工山称为“北梁山”，又将东平湖称为

“梁山泊”，引起了梁山县主管部门的
不满和异议。他们认为东平湖开发者
擅自更名，是想借助梁山的名气，是
不负责任的侵权行为。

随后，梁山县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和梁山县旅游总公司，以“被告
未经批准，擅自使用‘梁山’进行虚假
宣传、不正当竞争”为由，将山东省东
平县梁山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告上
了法庭。原本相临的两县在去年三月
中旬在济宁中院，各自引用《水浒传》
中的相关章节进行了激烈辩论。

“表面看是争夺一个称号，
但实际上也是争夺一个发展的
机遇。”《山东运河航运史》编辑
部副主任焦振炜说，各个参与历
史文化、名人故里之争的地市，
处境颇有相似之处，文化发源
地、名人故里归属之争，体现的
是各个地方对历史文化和名人

效应的无限眷恋和向往，反映了
地方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愿望。
实际上争的是助推发展的无形
资源和文化品牌，争的是实现社
会经济发展的有利机遇。

“‘运河之都’的‘都’在于融
汇包容，在于开放交流，在于发展
创新。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的交

流融合，取长补短，而不是关起门
来孤芳自赏，固步自封。”焦振炜
说，对于历史文化名人和文化资
源的研究不应追求一争高下，而
应团结协作。历史文化已经融入
中华民族血液里，尽管文献记载
有早有晚，遗址规模有大有小，联
合起来深入挖掘，将历史文化发

扬传承才是关键。“以大运河为
例，尽快实现大运河全线复航才
是当前最大的课题，如何解决黄
运关系则是大运河全线复航的关
键。在如何建设现代运河之都上
下功夫，挖掘和保护好大运河，这
对于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
象，将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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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的争夺不应被一
味否认，但也不应过于执着。”曲
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教授成积春认为，热闹的文化、
名人之争，让越来越多的人将眼
光转向曾经被忽略的历史人物
和文化遗存，更多的文化成果得
到抢救和保护，对历史文化传承
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只要
不背离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

宗旨，不执着于称号谁属，这种
‘争夺战’应该得到肯定。”

成积春同时表示，目前存在
的一种现象是，争夺双方关注的
更多是历史文化、名人背后的经
济利益，而文化内涵反而被淡
化，借助“文化名人”这个符号，
推动旅游发展赚取经济效益，倒
成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真正的价
值取向，而不是把竞争的主要精

力用在对文化内涵的深层挖掘
及其当代价值的思考上。到头
来，不但地方文化没有得到发
展，甚至会形成“历史假古董”的
盛行，造成了资金和人力的巨大
浪费。这种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

‘模仿风’、‘争夺战’对传统文化
的发展有害无益。

“就拿运河文化来说，它是
一种线性文化，而不属于某个地

域。我们没有必要把有着广袤地
理空间和历史底蕴的中华民族
文化圈，按当今的行政区划人为
地加以分割或争抢，更不应把这
种文化当作一般的消费文化来
对待。”成积春认为，文化的传播
没有地域界限，把研究运河文化
的地域作为一个个支点，连成一
个文化链来综合考虑，才能看清
运河文化的整体面貌。

2011年7月11日，随着《宗圣曾子
故里“回归”平邑》一文在网络上大量
转载，曾子故里之争再次升级。

《宗圣曾子故里“回归”平邑》中
提到，2011年秋季新教材中，人民教
育出版社将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
第43页对曾子的注释由“山东嘉祥
人”纠正为“山东平邑人”。平邑方认
为，对曾子故里的认识至此已达成一
致，始于明成化年间的曾子故里之争
终于尘埃落定。

但对于拥有曾庙、曾林、南武城故
址的嘉祥县来说，宗圣曾子故里在嘉
祥，是坚定不移的事情。65岁的嘉祥县
原政协副主席杨存义说：“曾子故里在
嘉祥，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有南武城
遗址、曾庙、曾子墓，并且《史记》、《左
传》有明确记载，难道这也能造假？”

2006年12月河南汝南县被授予
“中国梁祝之乡”称号后，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在2007年11月又授予宁波
鄞州区“中国梁祝文化之乡”称号，并
批准该区建立“中国梁祝文化博物
馆”。此外，中国民协向宁波鄞州区授
牌“中国梁祝文化之乡”和“中国梁祝
文化博物馆”。

围绕“梁祝传说发源地”，浙江宁
波、杭州、上虞，江苏宜兴，山东济宁，
河南汝南这四省六地一直争夺不休。

梁祝故事是中国民间最广为人
知的传说之一，梁山伯和祝英台反对
包办婚姻、追求爱情自由、化蝶双飞
的故事千古传颂，后世已梁祝为题材
的戏曲，摄制的电影、电视剧以及谱
写的小钢琴协奏曲，同样广受大众的
欢迎。但梁山伯和祝英台也许永远也
不会像到，1700多年后，他们的原籍、
他们的爱情故事、他们的葬身之地被
后人争来争去。

嘉祥VS平邑

曾子故里之争

四省六地

争做“梁祝之乡”

《山东运河航运史》编辑部副主任 焦振炜———

争的不只是文化，还是机遇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成积春———

应以文化的发掘和保护为重

济宁、淮安两地网友
的口水战，将旷日持久的

“运河之都”归属问题再次
提上桌面。记者发现，除了

“运河之都”称号之争，济
宁还曾涉入了“水浒旅
游”、“曾子故里”、“梁祝之
乡”等文化、名人的“争夺
战”。

“文化传承应破除疆
界，争名夺利不如合力共
赢。”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院长、教授成积春
认为，不管怎么争，文化传
承的核心不能丢，“争过来
了却发展不好，是对历史
文化资源的浪费。”

专家评论>>
文化的传承比经济效益更重要。(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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