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支票”还是

要“现金”
□ 朝 石

地 名 是

一 种 公 共 资

源，它是城市

公 共 管 理 的

重要一环，有

必要规范。

“

“

“

把 地 名

命 名 与 文 化

自 信 联 系 起

来，显得神经

过分紧张，狭

隘固执。

一棒打死，太武断
□ 季 鸣

遏制泛滥，有意义
□ 黄 鑫

对事业的投入，

往往也会成为阻断

我们和配偶紧密联

系的茬口。

保持心灵的

连接
□ 白 芍

道路命名，民为先
□ 文 心

不论“洋

名”、“土名”，

关 键 是 政 府

能 否 站 在 老

百姓的角度、

为 群 众 大 开

方便之门。

自从节假日高速路免费，我就没敢节日

驾车出行。因可以想象出的原因，那平日里

畅行无阻的高速路定会堵成一个接一个的停

车场。有了这一推断，基本上逢节我就“家

里蹲”。这个国庆节，终于宅不住的我决定驾

车去享受多彩的远山秋景。但此行绝不能为

路所困，那么，就来个错位竞争与差异化生

存吧！我选择了县乡小路。

小路的顺畅出乎意料。下乡顺，进城也

顺；白天顺，晚上也顺。于是，快乐的我

竟然大声唱着歌儿向堵在高速路上的人们

打 招 呼 ， 想 来 那 一 定 很 “ 小 人 ” 也 很 气

人，但是我太快乐了，每当与高速交叉或

是同向而行，总是克制不住地摇头晃脑加

挤鼻子弄眼地向那些在高速上堵着的车和

人炫耀自己的幸福。

不计我的小人心态与行径，但就行为方

式而言，将错位竞争与差异化生存理论用于

节日出行，走小路而避高速，无疑是一种经

济合理的选择。很多人也一定想到了这一

点，但会有很多人觉得免费这便宜不占总是

吃着亏的，也会有很多人寄希望别人因怕堵

而放弃高速，或许还有很多人有很多别的想

法而挤上了高速。结果，欲速不达在次，重

要的是好好一个节日搞得不快乐，于是就有

很多人对一个出发点很好的惠民举措抱怨、

质疑甚至批评。

我无意评价这些抱怨、质疑和批评，只

是在想，我们已经搞了 30 来年市场经济，我

们知道了很多经济规律，也接受了很多市场

准则，但很多人只是将这些规律和准则看成

“市场的”和“企业的”，而不是“我的”、

“我家的”生活可以应用和遵守的。实际上，

经济规律和市场准则的定义域是很宽泛的，

用我们中国话说就是可以举一反三的，可以

广泛运用的。比如，很多人只知道见价砍一

刀，而不是依据自己的预算和成本估算去

砍；又比如，我们的孩子并不以为啃老是不

劳而获即不等价交换，等等。

我在决定走小路的时候，既不高尚——

路会很拥挤，我就让给别人走去吧；也不呆

傻——不交费的事情我偏不做。都不是的，

我是算过账的：高速堵车费时、费油、费

神，更可怕的是进退无法自主。而走乡间小

路，六七十公里的车速兼有节油与安全性，

还可饱览路边风景，使身心愉悦。

所以，遵守经济规律和市场准则，我们

的生活会更快乐些。

笔者觉得，具有重要指示功能的城市

地名、道路名和建筑物名称，首先应考虑的

是便于记忆和指示方便，其次还要兼顾其

所在地的文化渊源。毕竟，这也是城市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许多流传下来、沿用至今的地名，

背后都有一段美妙的故事。比如北京的崇

文门，原来叫“哈德门”，后来因进京赶考的

仕子多从此门入城，故改叫崇文门。如今，

虽然崇文门的城门已不复存在，但它作为

一个地名保留下了这段历史记忆，以至后

来形成了“崇文区”的名号。人们讲到崇文

区，就想到崇文门，一个有文化内涵的地

名，容易加深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印象，更好

地发挥了地名非常重要的指示作用。

一些用人名命名的道路，多是为了纪

念某个为了城市或国家发展做出过突出贡

献的人，如“张自忠路”，就是为了纪念著名

的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张自忠而设立的。

许多地方的命名往往具有一个时代所

独有的特色。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地方

往往使用“团结路”、“解放桥”这样带有新

气象的名称。

而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外国“洋名”

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其中以欧美等发达

国家的地名居多。从心理上来讲，许多人往

往容易将这些“洋地名”与当地的秀丽的景

色、繁荣的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使用了

“洋名”，就代表了这个地方发达、繁荣、高

尚。以致后来，“洋名”滥用的现象层出不

穷，楼盘动辄以“威尼斯小镇”、“枫丹白露”

命名，甚至一座城市里有几处“威尼斯”，搞

得游客晕头转向。

众多观点认为，地名的多元化，代表了

一个地区的发展历程，其本身就是城市开

放文化的一部分。一种地名是否存在，取决

于市民的认同，而不是“土”和“洋”的问题。

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在城市发展

或城镇化过程中随意更改地名，容易造成

混乱，甚至是一个地方今天叫这个名，过两

天、换一任领导又改成了那个名，让长期居

住在这里的老居民都感到莫名其妙。

其实，不论“洋名”、“土名”，关键是政

府能否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设身处地为群

众大开方便之门。“土名”起得好，能够代表

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洋名”用得巧，也能

给地方增色不少。重点在于，起好了名字并

不等于就完成了任务，后续诸如如何设置

更加人性化的路标指示牌，如何让百姓的

出行更加清晰、便捷，才是我们的公仆们更

应仔细考虑的。

刚 刚 过 去 的“ 十 一 ”黄 金 周 ，

4.28 亿的旅游人群再次证明了国人

出游的热情。明知黄金周出游就是

“煮饺子”，可为何还是要去做“饺

子”？

黄金周为什么这么火爆？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假期已成稀缺资源。从

1999年开始的黄金周制度，逐渐培养

起人们出游的习惯。但尽管一年中可

供国人休闲的假期已达115天之多，

可与“十一”长达7天的长假相比，其

他如清明节、端午节等3天的假期并

没有什么安排出游的价值，甚至旅游

业界中也认为 3 天以内的假期没有

意义。所以真正算起来，适宜出行的

只有“十一”黄金周。一年到头，就这

么几天法定节假日，没有更好的选

择。供给的严重不足，使庞大的需求

找不到出口，人多添堵的现状甚至让

人提出取消黄金周的说法。

黄金周之困能不能改变呢？最

近几年比较多的说法是利用带薪休

假制度来分散人们的出游热情。但

是，如果把带薪休假比作是可兑现

的支票，那法定长假就是现金。与支

票兑现的不定期不确定相比，现金

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现阶段带薪

休假制度落实之难，不必细说，众多

建议也不必赘述。就算望梅止渴的

员工带薪休假制度得以落实，对一

家 3 口来说，如果靠休年假来出游，

3 口人要想把出游日期调整到同一

时间，其实并不容易。相比之下，法

定长假就算要面临拥堵的困境，再

挤也要出游。而取消黄金周的说法，

就好比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就不吃饭

一样，对解决现实矛盾没有意义。

解决目前的供需矛盾，可以借

鉴国外的经验。欧美等国的游客出

游前，酒店、景点、航空公司常常提

前半年就开始提供预订，而国内在

预订服务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培养人们的出行习惯，对减少拥堵

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从景区方面看，一般来说，从 4

月份开始，国内大部分风景名胜区

就开始执行旺季价格，适宜人们出

行的旅游时间也是从 4 月开始的。

在解决假日供不应求时，还可以考

虑增加 10 月前的长假安排。目前，

我国的假日数量处于世界的平均水

平，法定休闲时间并不短缺，但是从

“十一”黄金周的困局来看，出现巨

大的供需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假日安排的结构不合理。整合现有

假期，应当是当务之急。

据了解，相关层面正在研究

假期的安排措施，至少像今年这

样，左挪右挪的假期安排并不能

让人们满意。明年的法定假日安

排究竟如何，希望能够从现有矛

盾入手，给出游热情高涨的游人

更多的选择权。

明年的法定假日

安排究竟如何，希望

能 够 从 现 有 矛 盾 入

手，给出游热情高涨

的游人更多的选择权。

遵守经济规律 生活会更快乐
□ 隋明梅

将错位竞争与差异化生存理论用于节日出行，走小路而避

高速，无疑是一种经济合理的选择。

对河南做法的质疑声之一是有关部

门“一刀切”，有点简单、“粗暴”。但笔者

认为，地名是一种公共资源，它是城市公

共管理的重要一环，有必要规范。河南的

做法放在“洋地名”频现甚至成风的背景

下考察，显得很有意义。

为什么说有意义？时下不少城市都存

在着热衷于使用“洋地名”的现象，以至于

网友说早上在“斯坦福”，中午去“加州”，下

午逛“曼哈顿”。如此让人无语的调侃说明

了“洋地名”泛滥到何种程度。简单分析这

些流行的“洋地名”，以新开发的房地产项

目居多。房地产开发商爱用“洋地名”，无

非是想哗众取宠，觉得取个“洋地名”显得

时尚，能提高商业运作效果。

问题是取个“洋地名”就时尚了吗？

那倒未必。老外到了中国城市，普遍最喜

欢的是那些最有当地特色的去处，比如在

北京钻胡同是他们的最爱，在他们眼里，

“土气”变成了时尚。况且，有的建筑项目

跟所起的名字没有半点联系，根本就是

“有名无实”，还有不少起着好听“洋地名”

的建筑项目被爆出质量和服务问题，老百

姓在这样的环境里办公和居住，幸福感肯

定不会因为一个名字就提高了。这样的

“时尚”很“山寨”。

回归到地名的基本功能，是为便利人

们的交通出行，便利城市管理。取一个复

杂的“洋地名”，与这样的基本功能正好是

背道而驰。毕竟大部分老百姓对国外的人

名、地名并不熟悉甚至从未听说过，“洋地

名”过多、过滥，增加了人们的记忆难度，不

便于出行。

地名还有其文化延伸功能。每个城市

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一个

被大家所熟知、习惯使用或延续下来的地

名，往往是这些特质的传承和记忆，它绝不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符号。对“洋

地名”迷恋以致模仿成风的现象，折射出的

是城市自身定位的迷失和文化特质的模

糊。相对来说，笔者就很喜欢北京的地名，

比如以数字命名的半步桥、一亩园、二里

沟、三里河、四眼井、五道口、六里桥、七圣

庙、八里庄、九道弯、什（十）刹海、百子湾；

再比如以市场为名的花市大街、骡马市、煤

市街、菜市口、灯市口，等等。每一个地名

的背后，都凝结了一段丰富的历史记忆。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建

设的范围将更广，许多城市的规模不断扩

大，将诞生更多新的建筑、街道，由此也会

产生许多新的地名。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

恰如其分的地名，从地名中看到更多我们

自己历史的影子、更多华夏历史名人的名

字，也感受到更多的民族文化。

“洋地名”，该不该有？

最近媒体爆出一些名人离

婚的信息后，朋友们茶余饭后

热议的话题增加了一条：某某

名人离婚到底是为了什么，连

年近 90 岁的祖母都参与到热

烈讨论中。大家可以为了别

人的生活辩论得慷慨激昂，分

析 得 头 头 是 道 ；但 是 扪 心 自

问，对于我们自己的婚姻和爱

情，我们做到位了吗？

人们时常感叹“七年之痒”

的力量太强大：心理学家曾经

对数千对离异的夫妻进行过调

查，最后发现确实有两个离婚

频发的时间点，但不是大家所

熟知的 7 年，而是分别是在 5 年

和 16 年的时候，前者是由于双

方的性格没有磨合好，而后者

是由于婚姻中的双方渐行渐

远。当一段感情开花结果，夫

妻双双历经多年风雨，孩子也

渐渐大起来的时候，如果选择

放弃婚姻，的确令人唏嘘。但

在我们身边，夫妻双方各自有

自己的生活圈子，或者因为职

业发展、生计等实际因素选择

两地分居的例子并不鲜见。

曾经有一对国内顶级名校

毕业的年轻人，双双赴美留学，

2 年后在美国结婚，又过了 5

年，女孩已经博士毕业在美国

一所大学任教，而男孩选择回

国创业。两人都很优秀，都很

有主见，每次起争执都是谁也

不让谁，在面临人生抉择的关

口，谁也不愿意放弃属于自己

的精彩未来，就这样选择了离

异，让当年羡慕他们的同学朋

友都大跌眼镜，亲朋好友则万

分遗憾。

夫妻一旦进入婚姻，就成

为 了 一 个 共 同 体 ，是 一 个 团

队。俗话说，夫妻同心、其利断

金。可惜的是，现代社会有太

多的诱惑会让我们没有时间

真 正 和 另 一 半 做 心 灵 的 交

流。且不谈外遇与出轨，很多

时候，我们对事业的投入，往

往也会成为阻断我们和配偶

紧密联系的茬口。

一位男士 30 出头已经被

知名企业提拔为销售总监，他

的妻子也是名企的年轻经理，

非常优秀。也许是经常出差，

和爱人相聚的时间变少；也许

是男人在事业成功后都会有一

些暂时的飘飘然，自我膨胀；总

之，他开始享受部门一位年轻

美丽的女助理对自己崇拜和关

心，慢慢他开始把心里话都跟

女同事讲，然后，他们越轨了。

当眼里揉不下沙子的妻子发现

这一切时，毅然决然选择了离

婚。所以，当我们把婚姻外的

异性当做知心伙伴的时候，其

实已经非常危险。

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很多

夫妻连对方在忙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否真的愿意花时间了解你

的另一半，是否愿意把自己心底

的喜怒哀乐与对方分享呢？每

天早上离开家之前，一起吃早

饭的时候，可以互相说一下今

天会做什么重要的事情，晚上

回到家再关心一下，早上说的

那件事怎么样了。在我曾经熟

悉的一个美籍华人家庭，每周

日下午都是雷打不动的家庭时

间，家人相互交流一周的心

得，彼此鼓励。你觉得很困难

吗？每天专门留出一些时间，

让夫妻两人有心灵的连接，两

人在一起时不玩手机，不看电

视，把 100%的注意力都放在对

方身上，用心去交流，认真倾听

对方的心声。哪怕只是每天短

短的5分钟，只要简单的事情重

复做，都会产生神奇的效果。

当你和另一半生活上有交

集，心灵彼此连接，就可以让感

情在岁月的涤荡中历久弥新。

本月15日开始实行的《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中规定，禁止使用外国人名和外国地名作地名，包括宾馆（酒

店）、商场、写字楼等大型建筑物及居民住宅区名称命名在内。“命名禁令”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各方争论。

当下，许多城市规划中新地标的命名，

大多努力呈现出一种国际化趋势。就以眼

前的河南省为例。据了解，河南省正在建

设中原经济区，郑州市也在积极建设国际

型大都市，一些含有“曼哈顿”、“威尼斯”等

国际知名城市的名字字样的新地名随之而

生。其实，从转译和与国际接轨的角度来

讲，这种命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提升城

市档次的。同时，这样的命名方式，也从心

理上缩短与国际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就仿

佛它们离我们并不遥远。

其实，地名命名的演变，不仅反映出一

个城市的发展情怀，更是对当地文化重新认

知的再拓展。除了保持反映当地历史、文

化、地理等特征的“矜持”外，城市地名命名

的国际化表明了一个城市的开放。把地名

命名与文化自信不自信联系起来，显得神经

过分紧张，心胸容不下他者，狭隘固执。

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命名”尤为重

要。道家言“名为万物之始”，儒家说“名不

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命名是

一种确定，一种认可，一种肯定。有的地方

起“洋名”或许有盲目崇洋媚外的情愫困

扰，但不能否认，有些地方的“洋名”则是国

际化的结果。

再者，从命名规范的角度讲，地名包括

通名和专名。其中，通名用来划分类别，专

名用来差异区别。按理来说，不同的类别

里面，出现相同的专名，这种现象是普遍

的。国内有很多街道都是以国内城市名字

命名。照诸多地方地名管理办法中“禁止

使用外国人名和外国地名作地名”的规定，

是不是也要禁止用已有城市名字做地名

呢？

说得有点强词夺理了。2005 年 6 月 26

日，在纽约华埠，一条以中国民族英雄林则

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路牌诞生。林则徐铜

像 1997 年 11 月竖立在纽约华埠中心就意

味着其所表达的意义。1999 年 4 月，纽约

市议会通过有关将树立林则徐铜像的地方

命名为林则徐广场和将曼哈顿的一段东百

老汇街命名为“林则徐路”的两项议案。用

中国人名来命名地名，在国外还有很多。

本来，地名是人们赋予的，而不是本身

自有或天然的。这种赋予从历史发展看，

经历了从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所

知直至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从语言到文

字再到数字代码，从约定俗成到标准化、法

定化。可见，地名具有社会性、时代性、民

族性和地域性及代表性等特性。对于已经

对当地形成影响并被大众广泛称呼的地

名，即使是用外国人名、地名命名，也具有

重要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

创意低劣、盲目崇拜、借机涨价⋯⋯，

“洋地名”泛滥的世相所反映出来的不是外

国地名该不该禁的问题，而是城市规划中

地名命名和监管的问题。

就在 9 月份，包括语言学家黄长著先

生、地理学家刘伉先生、译名专家周定国先

生等人组成的外语地名译写标准化专家组

在北京成立。可见，地名译介是一件多么

重要的事情。不知是不是国外也有个专门

译介中国地名的专家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