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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海内外校友：
九十载栉风沐雨谋进取， 几代人薪火相传谱华章 。

陈经纶中学将于2011年10月15日上午9时在陈经纶中学本
部 （朝外大街38号） 召开九十周年校庆庆典。

热烈欢迎广大校友、 在陈经纶中学工作过的领导 、
老师齐聚母校， 畅叙友情！

因学校场地有限 ， 如果您届时有意莅临庆典活动 ，
请与校庆办公室联系并进行登记。

校庆办公室

2011年9月27日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九十周年校庆公告

联系方式：
电话： 010-85630078

85616113
邮箱： bjcjlxq90@163.com
地址： 朝外大街38号
邮编： 100020
联系人： 马念慈 于亚萍

63.3%受访者支持国家文物接受公众监督
文物破坏主要发生在哪些情况下？85.6%的人首选房地产开发

本报记者 韩 妹

近日， 刘老根会馆被举报 “破坏文物晋翼会
馆”，引发公众对历史文物保护的强烈关注。上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

论坛， 进行的一项千人调查显示，77.3%的人关注
刘老根会馆破坏历史文物的新闻。

现在很多收藏家收藏的文物都

不是通过正规渠道

山西省长治市一家培训机构的张鑫老师认

为，现在不少地方的历史文物都遭到严重破坏。他
的老家在革命老区， 村里有一处朱德曾经工作和
生活过的房子，他觉得应该算历史文物，但就在门
口挂了一个牌子，没有任何保护。

调查中，29.9%的人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不重
视历史文物保护 ，33.3%的人感觉重视程度 “一
般”，43.3%的人感觉比较重视。

2005年，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就曾发

表署名文章，呼吁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文物
古迹的保护。然而5年多过去了，文物频遭破坏的现象
仍然大量存在，他觉得很遗憾，“与刘老根会馆破坏文
物晋翼会馆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不鲜见。”

本次调查显示，89.9%的人认为当下中国大多数
历史文物值得保护， 其中60.1%的人认为 “必须要保
护”。

对历史文物的破坏主要发生在哪些情况下？调查
中，85.6%的人首选“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破坏”；其
次是城乡规划建设破坏（82.4%），排在第三位的是“旅
游开发、 游客破坏”（69.4%）；63.6%的人认为建会馆、
休闲场所等商业场所会破坏历史文物。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陆建松认为，经
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文化遗产被破坏
的高危险期，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未来20年，我国经
济发展还将处在比较快的发展时期，也仍将是我国文
化遗产的高风险期。

陆建松认为， 在城市化过程中， 大量的基础建
设往往伴随着对历史文物的破坏。 比如郑州、 洛阳
等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 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往往是
文化遗产分布的集中区。 现在的房地产开发， 公路、
桥梁、 铁路修建， 经济开发区建设， 旅游开发等过
程中， 文化遗产很难不被破坏。此外，环境污染、水土
流失、大量文物考古发掘、博物馆保存不当等都会带
来文物破坏。

而且，民间文物没有登记制度，缺乏管理。现在很

多收藏家收藏的文物都不是通过正规渠道。 陆建松
认识一位西安收藏家， 他在附近每个村庄都有联络
员，联络员把好的文物拍下来发给他，他挑选后买过
来变成私人收藏，然后再卖出去。文物拍卖市场在某
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文物的盗窃走私。

历史文物频遭破坏的原因是什么？ 调查显示，
80.2%的人认为首要原因是 “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
力 ”， 其次是 “行政权力对于商业利益的袒护 ”
(71.1%)，排在第三位的是“政府文物保护投入不足”
（65.2%）。

其他原因还包括：缺乏公众监督（63.6%）；商家
对经济利益的追逐（62.1%）；有些文物没有列入文
物保护范围，缺乏保护依据（48.1%）；社会对文物价
值认识不够（44.0%）等。

如何避免历史文物频遭破坏

如何避免历史文物频遭破坏？调查中，79.2%的
人认为应加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76.1%的人认为
要完善文物保护相关法律；66.0%的人认为应加大
对破坏文物的惩罚力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万建中教授认为，目前我
国文物保护相关法律不完善，破坏哪一级文物受到
什么样的制裁没有明确规定。在法律执行方面更欠
缺，破坏历史文物遭到法律惩处的案例很少。

陆建松认为，我国文物法规不健全还表现在文
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制度上。 全国的文物分为国家

级、省级、市县级。到目前为止，纳入到全国三级保护
的单位也就7万多处，而据最近的文物普查，确定的
文物点是47万处。 这就给政府、 老百姓造成一种错
觉，凡是没有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都可以去动。

陆建松表示， 文物管理部门是法定的国家文化
遗产管理机构，对文物保护有监管责任。但目前文物
管理部门在人手、装备、技术、资金、人员素质方面都
不足。在城市化、大量基础建设中发生的破坏，地方
文物管理部门很难监管。

“目前历史文物保护的法律需要更加完善。”万
建中说，文化遗产涉及面广，除了古建筑、古民居以
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很多，都应该综合起来加以考
虑。 有很多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目录的同样很有
价值，所以应该重新进行文物普查，文物保护单位的
规格、标准应该大大降低。

2003年，陆建松去意大利考察时发现，意大利实
行全国文物登记制度。 凡是纳入文物登记制度的文
物，个人和地方政府领导都不能动，动的话必须征得
文物管理部门的同意。此外，文物遗产管理有相应的
民法和刑法条款。被纳入国家文化遗产的房子，不能
擅自动， 装修必须征得文物部门的同意， 若隐瞒不
报，轻则民法，重则刑法。条款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
的领导。

值得注意的是 ， 调查中63.3%的人建议所有
文物打开大门 ， 接受公众监督 ； 52.7%的建议通
过媒体曝光 ； 52.0%的人认为文物保护人士守土
有责。

万建中认为， 目前民众在文物遗产保护方面观
念越来越强了，这是保护文化遗产很重要的力量。公
众监督需要公众舆论、媒体形成合力。

“像举报刘老根会馆的曾一智这样的人士，举报
之路走得很辛苦。”庄景辉认为，有良知的专家、有话
语权的人士， 应该站出来多为文物古迹保护说话。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领导，他们应具
有保护的意识。 大中小城市的各级领导人应学习历
史、美术知识，防止决策武断。”

中国留学生
在意大利“住院”的见闻

2010年9月，我开始了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博洛尼亚中心为期一年的学习。

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的首府，也是有名的“红色城市”。博洛尼亚之“红”
有三大来源。第一项是红屋顶：城内所有建筑基本
上都覆盖着古朴的红砖屋顶，俯瞰之下一片赤色。
在建筑上， 博洛尼亚的所有人行道均采用走廊形
式，也因此得名“柱廊之城”。

第二种红便是博洛尼亚特产的Ragu （乐古）
酱，是意大利通心粉的经典搭配。博洛尼亚集合了
最正宗的意大利美食， 因此当地人多因美食而大
腹便便，又为此地赢得了“胖子之城”的名声。

最后一种红，来源于其政治属性：博洛尼亚是
意大利左派思想的根据地， 红色与其激进作风相
得益彰。我想，这多少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在冷战初期在此建立其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第一

个海外中心的原因 （第二个海外中心于1986年在
南京建立）。

号称全世界最古老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 （创
建于1088年）亦坐落于博洛尼亚城，其10万多名学
生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 各所学院散落于城内
不同地方，将其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博洛尼亚大学没有学生宿舍， 对学生也不设任何
准入门槛。每门课的期末考试在每年2月、7月、9月
各有一次，满分均为30。如果一次考得不理想，学
生可以重考，直到满意为止。

虽然我的学校与博洛尼亚大学仅一步之遥，
但由于教学体系和语言不通等问题，我一直没能与
意大利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我与意大利人的“第
一次亲密接触”是通过“住院”这种特殊的形式。

今年4月中旬，我因发烧来到附属于博洛尼亚
大学的一家当地社区医院就诊。 意大利医院的诊
断流程是： 进医院先在类似挂号部的地方做简单
检查，医生根据病情分为绿色（一般）、黄色（严重）
和红色（紧急）3个等级，并为病人戴上相应颜色的
手环，上面有名字及诊号。分到绿色手环的病人在
大厅等候护士依次叫号； 黄色和红色手环病人则
可以随意插队。 尽管我已经发烧3天接近昏迷，但
在意大利医生看来还不太严重，我戴着绿色手环，
在大厅等了4个小时。

之后在长达两个半个小时的各种仪器检查

后，我被宣布“住院”了。此时已近凌晨，护士直接
把我推进了住院部。 没让联系家人， 没让同学留
守，没有检查医疗证明，我只是在挂号时出示了一
下意大利学生居留证。后来我才知道：从那一刻开
始，我便享受意大利国民的免费医疗了。

意大利医院硬件设施一流。 我的病房是普通
的女性3人病房。房间宽敞明亮，每人有一张宽大
整洁的病床及衣柜， 并在每张病床前配有可调试
的液晶电视及相应耳机。 病房内的独立洗手间亦
十分宽敞，从洗浴用具到香水都一应俱全。

每天早上，都有两名护士前来帮我铺床叠被更
换床单。 三餐由医院营养处根据病人病情调配，最
后由护士送到每个病人面前。由于我嫌医院的饭太
淡，便让同学给我捎来了煲好的鸡汤。护士发现后，
严肃地把我训斥了一通，并“没收”了鸡汤！她认为
虚弱的病人不应该喝鸡汤这种“不好消化”的东西。

意大利医院规定家人只能在固定时间前来探

视。我的病房里有一名20多岁的意大利姑娘。每天
一到探视时间，她的爸爸、妈妈、丈夫、公公、婆婆
都会一起过来，一家人拥抱谈笑，让我觉得分外亲
切。我了解到，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意大利人的
家庭观念相对浓厚， 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仍旧保
持亲密的关系， 甚至子承父业一起经营家庭产业
的也不在少数。这和中国有相似之处。

意大利人对食物的爱好也与中国人不分伯仲，
意大利人是欧洲民族中最精于饮食的， 其意大利
面、比萨饼及咖啡早已风靡全球，成为了西方世界
的“基本餐”。意面既有长细面条，也有五颜六色的
蝴蝶结面片， 还能把面条做成字母型拼一盘自己
的名字。面条颜色及酱料也是五花八门。其“国粹”
比萨饼及咖啡也享受国家保护： 整个意大利境内
没有一家必胜客或星巴克。 各式古老又有特色的
比萨店、咖啡馆，成为意大利人日常生活文化的一
个缩影。

胡晓 ，美
国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研究生

88.5%受访者认为我国当下急需倡导“袁隆平式财富”
湖南大学副教授苏美妮指出，袁隆平造福社会和整个人类，这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实 习 生 张维欣

本报记者 肖舒楠

近日， 袁隆平院士领衔和指导的 “V两优2号”
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达926.6公斤。这一成绩
不仅创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还意味着如
果这种水稻能够得到推广，可以多养活4～5亿人，造
福整个人类。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
网和网易论坛 ， 对101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
86.9%的受访者关注袁隆平院士所主持的超级杂交
水稻突破亩产900公斤一事。 受访者中，“80后”占
44.8%，“70后”占37.1%。

93.1%的人感觉当前很多青年的
财富观被扭曲

前几年的一个财富榜曾将袁隆平选为“名誉富
豪”， 认为他对社会的贡献之大， 使其身价超过了
1000亿元。这使得一些个人财产上百亿元的富豪们
黯然失色。

“袁隆平被评为 ‘首富 ’能起到积极的社会效
应，提醒人们注意当前社会日益扭曲的财富观。”中
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韩东辉教授提出，近年来
层出不穷的富豪榜，往往把目光集中到财富英雄个
人占有的实体财富上，很少有人关注“袁隆平式财
富”：财富的内涵不仅仅是金钱，还应该包括公益、
公共、共享，及给人类带来的进步。

北京市某投资公司职员刘晓东至今记得，袁隆
平院士在回应“身价1000亿元”时说，用财富衡量科
学家还是太低级、太庸俗。刘晓东说他当时听来不
无震撼。因为在“有钱即王道”、“有财即成功”等观
念盛行的当下，不少年轻人甚至将友情、爱情和亲
情的价值都用金钱计算出来，还有多少人思考庸俗
与否的问题？

本次调查中，93.1%的人感觉当前被“唯个人成
功是举”财富观扭曲的年轻人很多；其中46.5%的人

感觉这样的年轻人“非常多”。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苏

美妮认为，“袁隆平式财富” 观是一种社会美的升
华。 社会美，是现实生活中社会事物和现象呈现的
美，包括行为美、语言美、心灵美等。 在当下社会生
活领域，人们考虑了太多的利害关系，再加上日常
生活单调重复，很容易陷入“审美冷淡”从而导致社
会美消解，这是人们财富观扭曲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不愿成就他人？ 调查中，
80.8%的人首选 “整个社会功利风气盛行”；70.0%的
人觉得原因是 “社会过于崇尚物质主义、 个人主
义”；59.6%的人认为财富观扭曲源于 “成功标准单
一化”；52.5%的人将原因归结为 “社会竞争激烈”；
52.2%的人选择“学校、家庭教育忽视财富观教育”。

苏美妮指出，袁隆平在努力实现自己生命价值
最大化的同时，造福社会和整个人类，这才是人生
最大的财富。“财富不应只是一个数字，还应包括财
富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在当今社会，有的人通过
“卖假药”、“黑心经营”等不法途径牟利，有的人拥
有大量物质财富后也没有想过造福他人。 她认为，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让人们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让
大家意识到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并不仅仅是拥有
物质财富多少，还包括财富的社会影响力。

64.2%受访者希望成为“像棵大树
的许三多”

“人活着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拥有更多物质财
富。”苏美妮认为，通过智慧与诚实劳动获取物质财
富值得肯定，但如果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和追求
没有限度，就会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及人们的财
富观造成更大的扭曲。

调查显示，79.1%的人认为，正确的财富观应该
是“在创造财富同时，不忘造福他人”；69.4%的人觉
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一样重要。不过，也有16.0%
的人认同“追求名利，其他无所谓”；14.7%的人支持
“最大限度地获得金钱”。

韩东辉认为，年轻人希望通过努力工作发家致
富是正常和理性的选择，但在追求个人财富的过程
中，也应兼顾社会效益。现在很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成就别人也会成就自己”， 这需要榜样的引导，也
需要有一个社会认识过程， 但年轻人至少要知道，
在创富过程中绝不能从事非法的、 不符合道德的、
损害社会利益的活动。“可惜，当下的问题是，很多
人连这一点都不重视或者做不到。”

前几年走红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塑造了两个
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形象。一个是成才，只盯着自己
的目标，忽视身边所有人和事，就像光秃秃的电线
杆；另一个是许三多，总想着成全和帮助他人，最终

成为一棵有着枝枝蔓

蔓的大树， 可供别人
乘凉， 自己也成长壮
大了。

民调中， 多数受
访者 （64.2% ）明确希
望成为 “像棵大树的
许三多 ”； 仅12.8%的
人坦言愿意做 “像电
线杆的成才 ”； 另有

16.3%的人表示“不好说”。
“其实很多年轻人的财富观念并非彻底扭曲，

只是往往知行不合一。”刘晓东说，一方面，不少年
轻人希望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回馈社会，但面对巨
大的就业和生活压力，总是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当
今社会一些法律、规则不完善，让很多年轻人觉得
遵守规则、回馈社会得不到太多的好处，无法实现
成就他人的同时成就自己。

苏美妮认为， 当前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是，一些人通过损害、侵占他人利益获取个人财富
后，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不少人的羡慕甚
至肯定。这会严重误导青少年。所以，我们社会要杜
绝违反规则和突破道德底线的致富行为，也要进一
步完善规则、制度和社会信用体系。

韩东辉说， 青年对财富本身应该有正确的认
识，明白财富不完全等于金钱、存款、股票、豪宅等
物质性的东西。在寻求财富的过程中，要让物质、精
神方面的财富双重增长。毕竟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幸
福理想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

调查中，88.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当下急需倡
导“袁隆平式财富”。

赵本山旗下刘老根会馆被指破坏

文物。 漫画： 朱慧卿

意大利的文物保护

2003年，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陆建松去意大利考察时发现，意大利实行全
国文物登记制度。凡是纳入文物登记制度的文物，个人和地方政府领导都不能动，动的话
必须征得文物管理部门的同意。此外，文物遗产管理有相应的民法和刑法条款。被纳入国
家文化遗产的房子，不能擅自动，装修必须征得文物部门的同意，若隐瞒不报，轻则民法，
重则刑法。条款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的领导。

胡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