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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文物是否可以“利用”、怎么利用才“合
理”，存在着争议和认识上的偏差：一方面，认为多讲利用
会影响保护，把利用与保护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在城镇
化加快、房地产趋热的形势下，又有人打着“利用”的旗号
搞开发经营，损害了合理利用的声誉。

“合理利用”是《文物保护法》十六字工作方针的重要
内容。怎样才是对文物的“合理利用”，并最终达到让文
化遗产“活”起来的目的，从而展示好中华文化的独特
魅力。

丽江凤凰要向鼓浪屿学习
今年1月，云南香格里拉的大火给这座古城带来了一

场灾难，也使对文化古镇的过度开发、不合理利用问题引
起重视。文物利用，保护是前提，适度而不能过度，恰是
被很多旅游城市忽视的问题。

长期负责古城保护工作的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说起古
城大火，痛心疾首。“文物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凭吊怀古，很
多人去丽江、凤凰，为的是寻找一份安宁。可惜现在有些
古城被过度开发，只剩下一片喧嚣。古城的利用首先要
保持其文物本体的特色。在这方面，鼓浪屿做得很好。
虽然也是热门景点，但鼓浪屿一直坚持‘岛上不通汽车’
的保护原则。因为一旦通车，就要拆迁修路，从而损毁老
建筑，这种开发不是‘利用’反倒是‘破坏’。”

相关负责人认为，近年来，一些地方将文物的“合理
利用”变形为“过度开发”，搞所谓文物、旅游、产业联合开
发的“最佳模式”，其实质是忽视了文物“合理利用”的基
本原则：一是要以保护为前提，任何一种利用都不能破坏
文物、损害文物；二是一切利用要以服务公众为目的，文
物具有公益性属性，任何一种利用，都应该面向社会、服
务公众。

“文物认养”不能变成国有资源私人化
近年来，文物认养之风在地方盛行，甚至变味：世界

遗产单位西湖景区一周内关停30家会所，文保单位成了
私人会馆或高端私房菜馆；有的地方干脆把推行认养作
为“解决城建与文物矛盾”的新模式。一时间，“文物认
养”变成国有资源的私人化，文物成为某个人或特定群体
的“宠物”。

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指出，文物利用有多种形式，“文
物认养”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对较低级别文物古建利用的
一种探索。而目前，广东的碉楼、安徽的古民居、山西曲
沃的古建筑等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

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曲沃县曾是晋国古都所在地，文
物古迹众多。据曲沃县文物局介绍，该地早在2010年正
式出台了《曲沃县古建筑认领保护暂行办法》，由文物部
门遴选亟须保护的县级文保古建筑，组织当地企业家予

以认领、修缮，实行文物部门的全程监管，使6处濒危古建
筑得以保护，总投资近1.5亿元。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和利用是可行的探索，
但首要是文物主管部门的监管当先，从方案制定、资格审
核，到施工管理、检查监督，都要做到规范，确保文物认养
依法合规、有序进行。同时，对认领方要就“愿望、信誉、
实力、能力”四位一体提出要求，对不履行相关责任和义
务的，文物部门要及时督促纠正甚至收回使用权。

不能让大运河成为垃圾堆、污水河
申遗之后，有关大运河的负面报道时有出现，一些地

方搞大撒把，有些遗址又成了垃圾堆、污水河，运河保护
状况并不理想。全程负责丝绸之路、大运河申遗的相关
人员对此表示了忧心。

“庆功的时候，更要强调保护、管理和利用好。一旦
损伤两处遗产的声誉，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造成了负面
影响，再挽回就难了。”相关负责人说，作为活态遗产的大
运河，今天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继续发挥着水利和运
输等功能，在不断加强保护的同时，如何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是未来长期的任务。

首先应恪守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的承诺，严格按照
世界遗产要求整体保护好大运河遗产，密切关注大运河
遗产本体、水质、周边环境等的保护管理状况。同时，应
采用多种形式做好大运河遗产的阐释和展示工作，可以
考虑由相关城市联手推出运河最佳观景地或最美运河段
这类活动，满足大运河的合理利用需求。

此外，申遗时成立了由13个部委、沿线8个省市政府
相关成员组成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会商小组。接下来运
河的保护管理、展示利用仍面临大量协调工作，希望能把
原有的申遗机构变成管理机构，继续引导好各地对大运
河活态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让大运河在人们生活中的公
共活动空间和城市生活亮点的角色继续发挥。

（据新华社）

进入9月，此前一直沉寂、歇夏的邮市开始蠢蠢欲动，出现回暖迹象。近期
以生肖票和编号票为代表的多个版块行情出现反弹，三轮兔小版、猪小版、猴小
版等生肖邮票的涨幅接近两成，有藏家表示，三轮生肖小本作为一个特殊的版
块，打响了邮市反转的第一枪！

生肖票涨幅达20%

最近几天生肖票行情有了改观，成交量不断放大，说明看好后市行情的人
士很多。近期，虎小本已经从之前的15元上涨至21元~23元，上网换手的量
也很大。

每年夏季，都是邮票的淡季，南方邮市几乎处于关闭状态，成交量冷清。进
入9月份，随着双节来临，市场的礼品需求开始多了起来，有新资金注入后，市场
比前段时间活跃。现在的上涨只能算是补涨，将此前下跌额度补回来，涨幅约
20%。

据了解，龙大版从300元涨至320元，蛇小版从35元涨至44.5元，牛大版从
205元涨至216元，猪大版从100元涨至108元。从成交量看，相对网上交易，邮
票市场的交易量还是处于“冰冷期”。藏家解释，“收购量仍很小，好邮票藏家不
愿出手，新邮市场损耗量不大，价格也涨不上去，出手的话也是赔钱。

编号票：少而走俏

与生肖票一起走红市场的还有编号邮票等老票。“物以稀为贵，越老的票数
量少也越值钱，”藏家认为，邮市彻底回暖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个别版块能够交
易变化，也主要是炒作成分太多，老票发行量少，市场存量不多，也容易被炒作起
来，编号票和老纪特都是一些特殊票种，更容易被市场炒作。

但是一些新发行的邮票，行情并不乐观，有的票种也在下跌，如感恩母亲大
版和小版、琴棋书画每套下跌2元左右。

藏家认为，邮市起起落落，没有定数。集邮如果为了爱好，尽可以从喜好出
发，量力而行。如果重点在投资，则不应盲目行事。从长远看，老纪特票、编号票
的升值空间更大。藏家建议，手中有早年发行的名画邮票的收藏者，由于市场消
耗量大，可供炒作的量也十分有限，有货不要急于出手。

文物不是私人“宠物”
——走出文物利用的认识误区

文化视点

部分生肖银币不到一周价格翻倍；个别主题性纪念金银币价格短期内直线
向上；就连熊猫银币，也在短短三天时间里出现了超过30%的涨幅。

8月起，不少金银币收藏品种的价格出现了久违的显著涨势，令藏友们跃跃
欲试。“1盎司马年扇形币，仅仅两天的时间，市价已经从700元蹿到了1250元；
1盎司兔年彩银币，8月26日前后价格还在600多元，上周末同样迅速攀升到
1200元以上；前几个月本想以3800元左右价格买一个5盎司马年彩银币，没想
到一犹豫，如今价格已涨到4500多元。

而除了多个生肖币、主题纪念币品种外，市民普遍钟爱的10元熊猫金银币
近期也出现了“涨价”的苗头。以2011年熊猫银币为例，前一周报价还只要155
元，上周涨到了210元，涨幅达35%。

如此多的金银币市价眼下正悄悄地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波动，是否意味着金
银币收藏市场就此回暖？是否已可择机而动？藏友心动不已，不少投资者亦跃
跃欲试。业内人士对此慎言：金银币市情阴晴难定，高回报也伴随着高风险，市
民务必谨慎入市。如今，金银币收藏已不再是市民所理解的单纯收入一个题材
好、发行量少的品种，而后由市场行情决定其价值升贬。在金银币品种不断增多
的当下，收藏市场亦不乏人为的操控，这让普通市民入市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资深藏家陈先生表示，“刚刚过去的8月，正是电子盘行情的一个爆发月，赚
钱效应的扩散也让电子盘的开户参与人群达到一个新高点，随着不断有新的投
资人入场，对整体行情的推升提供了源源不断资金流入。”业内人士认为，对于观
音、熊猫等发行品种过大的金银币，最好敬而远之。同时，“长线”观念同样不适
用于金银币收藏。

快递，如今在人们的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但近来热炒
的启用无人飞机送快递，仍吸引了很多人的视线。古代
快递又叫“急传”，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相当早，秦汉时
期，全国已有成熟的快递网络;隋唐以后，对快递不快、泄
密等违规行为已有严厉的惩罚措施。

古代“快递员”被称为“健步”“邮人”“驿足”“递夫”——
“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
有信史可考，快递在中国上古周代时便已出现。据

《周礼·秋官》记载，当时周王朝的官职中，便设置了主管
邮驿、物流的官员“行夫”，对其职责要求是，“虽道有难，
而不时必达”。实际上，早在商朝已有近似于快递的驲传
制度，并已在殷墟甲骨文中得到证实。

古代快递，主要用于政令、军情的传递，民间使用远
没有现代广泛。古代最原始最主要的快递方式之一是

“步传”，即靠人工步行投递。这在周代叫“徒遽”，与用邮
车投递的“传遽”正好相对。

步传又叫“步递”。“遽”与“邮”、“驿”、“馆”、“置”意思
差不多，都是邮传、速递机构。如春秋时，齐桓公在齐国
大路上，每30里设一个“遽”，汉代则30里设一“置”。

“健步”是古人对快递员的最常用称呼之一，《通鉴》
注称，“健步，能疾走者，今谓之急脚子，又谓之快行子”。
健步其实就是邮差，不同时代叫法也不同，秦代叫“轻
足”，汉代叫“邮人”、“驿足”，宋代叫“递夫”，明清叫“驿
夫”……。据《隋书》记载，陈末隋初有一位叫麦铁杖的

“投递员”，“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曾由京城夜送诏书
到徐州，“夜至旦还”。

古代邮件有严格的保密措施——
“大小二篆 ，皆简策所用”
如何保密，也是古代快递业非常重视的问题。为了预防

中途泄密，被人拆看或伪造，古代采取了不少特殊的手段。
以秦代为例，当时有严格的交接和登记制度。《行书

律》中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以辄
相报也。书有亡者，亟告官。”同时对投递员的素质也提
出了硬性要求：“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即老弱
和不诚信的人，不能担任投递员。

防止泄密最重要的手段是密封。在秦代，文书都是
写在竹简上，所以传递之前都会将邮件捆扎妥当。在结
绳处使用封泥，并盖上相关印玺，以防私拆;写在绢素上
则要装入书袋中。

到了汉代，封装工具和手段更加丰富，外封套有函、箧、

囊等，根据物件的形状、大小，分别装入不同的包装袋中。其
中，“函”为一种小木盒，用来装简牍，上有木板盖，刻线三
道，凿一小方孔，用绳子扎好后，方孔处要用封泥封好。

在唐代，公文邮件的封装通常要用囊封，尤其是密
奏，更要囊封。封泥不仅有保密的作用，还有等级之区
别。一般最高五封，最低三封。封泥越多，表明邮件越重
要，所用的速递工具就要考虑缓急。

宋代，邮件保密制度和技术更为完善和进步，出现了
“字验”、“数递”、“色递”、“字递”、“物递”等多种先进的保
密手法。

清代邮件封发、保密和防损工作做得更好，有“重封
入递”、“木匣入递”、“绢袋封发”、“汇总封发”、“长引隔
眼”等多种装封手段。清代在速递奏折一类的重要邮件
时，还有专用的封装程序，使用“封桶”、“报匣”、“夹板”等
封套，外人是绝对看不到的。

唐代“快递”果品水产——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魏晋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部专门的邮政法规，即魏

国由陈群等人制定的《邮驿令》，这在中国邮政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

到了隋唐，快递业更为发达，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水
路快递更为突出。在李隆基(唐玄宗)当皇帝时期，全国大
约有1639个驿站，其中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水陆相
兼驿86个。有学者推算，盛唐时期，从事驿传的工作人员
约有2万多人，其中驿夫17000多人。唐代诗人岑参《初过
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写下了亲眼所见：“一驿过一驿，
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唐时已开始流行用快递运送水产、水果。当时平原郡
(今山东境内)进贡的螃蟹，便是使用快递。据唐段成式《酉
阳杂俎》记载，这种蟹是在河间一带捕捉的，很贵重，在当
时一只价值一百钱。为了保证是活的，每年进贡时都用毡
子密封起来，捆在驿马上速递到京城。

中国快递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快递业务是给杨贵妃送
荔枝，诗人杜牧是这样写的：“长安北望绣成堆，山顶千门
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李隆
基为讨宠妃杨玉环欢心，使用快递，从遥远的南方向北方
的长安送荔枝。这在今天已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太奢侈了!

在古代，快递主要为皇家、达官贵人服务。明代于慎
行的诗句“六月鲥鱼带雪寒，三千里路到长安”，写的就是
快递鲥鱼之事。

秦汉“投递员”统一着装——
“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帻绛韝云”
如今的邮政投递员都统一穿着墨绿色的工作服，秦

代以水德自命，色彩上“尚黑”、数字上“尚六”。当时的车
同轨一律为“舆六尺”，用于快递业务的马匹则是“乘六
马”;上等投递员的着装都是黑色。

到了汉代，黑色不受欢迎，投递员穿红色工作服。《后汉
书·舆服志》记载，东汉驿卒有特殊标记，“驿马三十里一置，
卒皆赤帻绛韝云”，即头裹绛红头巾、膀戴绛红套袖。另外，
身上还背着“赤白囊”，即一种红白相间的专用邮包。

在南宋，供职当时快递公司“斥堠铺”的，朝廷会发给
春、夏、冬三季衣服。

除着装外，秦代对邮件快递的要求也有明确说法。《行
书律》中规定，“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
勿敢留，留者发律论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写有“急”字的邮

件(文书)要立即传递，不能有片刻耽误，普通邮件当天送出
即可，不能积压。如果不及时投递，要依法惩罚。

古代“快递”最快“程限”——
驿马“日行500里，16驿”
汉代继承了秦代的做法，“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在

“五里一邮”基础上，又于交通要道上，隔30里建一“置”，
即所谓“改邮为置”。

置，即“驿置”，又叫“传置”。用于传递紧急文书，当
时的邮驿机构已有专用车，这种专用车叫“传车”。当时，
用车快递叫“传”，用马速递称“驿”。

马肯定比马拉着车跑要快多了。所以，东汉以后，车
辆被逐渐淘汰，马成为快递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叫“马
递”，这时传递文书的机构多称“驿置”。在投递过程中，
一般是“换马不换人”，投递员一般跑完全程。

古代快递对里程、速度都有具体的规定，这叫“程限”。
秦汉时期步递一般都是短途，平均每个时辰要走10

里，这是对普通邮件的要求，当天送完。如果用传车，一
般每天要行70里，最多每天可行二三百里。骑马的话，
对速度的要求是“日行四百里”，这是当时的速度极限了，
即古人眼里所称的“至速”。

隋唐时期对陆路的驿速则有这样的程限：传马日走4
驿，乘驿马日走6驿，按每30里一驿算，日走120里至180
里。如果是急件，要求日驰10驿，相当于跑300里。更急
的，如送赦书，则日行500里，日行约16驿。

宋代的快递“急脚递”，是在步递和马递基础上创立
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急脚
递并非人力的步递，也是一种马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元
代的急递铺，更接近今天的快递公司，程限与宋代一样。

泄密快递信息将被严惩——
“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
由于古代快递多为政令、军务一类，如果快递变成慢

递，或将邮件递错、丢失等，都将被严惩。
秦代规定，如果拆看或伪造文书，未能察觉，罚二甲，

即《法律答问》中所谓“发伪书，弗知，赀二甲。”
《唐律疏议》规定，“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凡不应

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打板子算是最轻的处分。
在唐代，快递送晚了，或是不依驿道行走(枉道)，也要

被处罚，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是处死。如果在投递过程中
出现稽程，将根据时间的长短、公文的性质、引起的后果，
作出相应处罚。

所谓“稽程”，就是耽误快递。唐律规定，“诸驿使稽
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如果是军
务，“要速加三等，有所废阙者违一日加役流，以故陷户口
军人城戍者，绞。”

对失密或私拆、损坏、丢失邮件，唐代也有相应处罚
规定。当时禁“漏泄”、“稽缓”、“遗失”、“忘误”，其中对泄
密处罚最厉害，《唐律疏议》(卷九)中规定，“诸漏泄大事应
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

私拆邮件的，《唐律疏议》(卷二十七)规定，“私发官文
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密坐减
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

此后，各朝代对邮递违规的处罚规定，均与唐朝差不多。
最后还要提一下的是，古代官方投递员都持有牌符

一类的信物，也就是相当于通行证的驰驿证件，“一证通
行”，大大减少了快递过程中的人为耽误。

古代邮件的保密措施：泄密者可能被处死
●宗 何

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早年的“自勉联”。
上联的“大量”，指气量大，胸怀宽宏。《晋书·车济传》：“（济）果毅有大

量。”“度人”，度，是推测，估计。《诗经·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度人就是推测他人，对待他人。上联是说，待人要宽宏大量，处事又要小心
谨慎。这种待人处事的积极态度，不仅有利于工作和生活，也有利于身心的
健康。清散文家、享寿82岁的方苞在注解孔子的“仁者寿”时说：“凡气之温
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言之简默者寿，盖四者皆仁之端也，
故曰仁者寿。”享年99岁的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在介绍自己的养生
之道时曾说：我没有特别的养生之道，最重要的是做人要宽宏大量、豁达乐
观、宠辱不惊，这样，自然就会随遇而安，心旷神怡了。

下联的“正身”，就是修身，端正自己的品行。《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
俟。”三国·魏·桓范《政务》云：“故为政之务，务在正身。”“率物”，做众人的表
率。《东观汉记·吴佑传》：“迁胶东相，政惟仁简，以身率物。”“屈己”，委屈自
己。唐·崔元翰《中元日题奉敬寺》诗：“屈己由济物，尧心岂所荣。”下联是
说，端正自己的品行，以做众人的榜样；为了群体的利益，宁可委屈自己，牺
牲自我。

联语言简意明，富于哲理，充分反映了作者立身处世的准则和为民谋利
的志向。虽属自勉，亦可励人。更富人生哲理、有利修身行己的是1939年
黄炎培为其五子黄大能赴英留学时书赠的 36 字箴言：事闲勿荒，事繁勿
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
些箴言对于我们立身处世、修养身心都是金玉良言。

大量度人，小心处事

正身率物，屈己为群
●熊经浴

箴 言

中央事权粮食粮权
公 告

在吉林省大安市市范围内，大安市腾
龙粮油米业有限公司的粮食库存临储粮玉
米97,480吨（储粮地址：大安市舍力镇)为
中央事权粮食，粮权属国务院，未经批
准，不得擅自动用。如大安市腾龙粮油米
业有限公司以库存粮食进行抵质押担保、
贷款或偿债时，金融机构事前要严格审核
抵押粮食的粮权归属，需到当地粮食局、
农发行和中储粮直属企业核实情况。

特此公告。
大安市腾龙粮油米业有限公司

2014年9月15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白城市分行自
2008年成立以来，充分依托邮政网络优
势，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
务社区的市场定位，积极践行“普之城
乡，惠之于民”的服务理念，特别是小额
贷款等各项资产类业务开办以来，已累
计发放各项贷款近30亿元，其中农户贷
款累计发放11亿元，解决了3万多农户
家庭的融资问题。

邮政储蓄银行白城市分行适应形势
需求，通过充分运用高科技的产品和良
好的方法，不断扩大业务范围，提高服务
质量。大堂经理按照客流量和高峰期等
业务需要合理调配柜员、窗口等业务资
源，引导客户到适合的服务区域，并充分
发挥自助设备的分流功能，以有效减轻

窗口压力和高效的服务客户。同时，加
强对客户日常的问候与回访，加深了与
客户间情感交流。在日常经营服务中，
始终确保微笑服务、双手接递、唱收唱
付、举手示意的规范服务流程，确保窗口
良好服务氛围的营造。

送贷下乡是邮储银行为更好服务“三
农”而创新的服务模式，通过送贷下乡，
邮储银行更深入地了解了各乡镇、村的
贷款需求情况，增加了小额贷款业务的
覆盖深度与广度。

2014年 1月，时值隆冬季节，“天气
预报今天要下雪，昨天已经和客户约好
了，8点要到客户家，把打印机、A4纸、农
户申请表、原件相符戳、笔、相机都带好，
上车……”伴随着直属营业部徐家生主任

的话语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肖哥，我们马上要到了，差不多需要

一天的时间，还得麻烦嫂子，中午给我们
做饭，菜已经买完了……”徐主任在车上
谈笑着。肖哥是我行的老客户，也是我
行小额贷款在前进村的联络员，农户贷
款都找他，通过肖哥收集人员信息，由于
前进村离市区较远，因此达到一定数量，
我行集中受理、集中调查。

到了肖哥家，安装打印机等设备、纸、
笔备好后，一个复印、两个受理、两个走
户，分工等一切就绪后，工作有条不紊的
开始了。前来申请贷款的客户都是左邻
右舍、前后屯的农户，农户之间也都相互
了解，受理一户走一户，在走户的同时还
能侧面了解其他客户的需求。经过几年

来的发展，前进村已经发展成为我行的
信誉村，自2009年放款以来，实现了大量
的放款，且没有发生过一笔逾期的农户
贷款。

这样的一幕是我行小额贷款业务发
展的缩影。在发展农户贷款方面，我行
通过发展老客户，以老客户带动新市
场，对信誉村精耕细作，对老客户提供
集中受理、上门服务，声势浩大，一传
十、十传百，提升了我行农户小额贷款
的美誉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今后，我行会植根乡土、贴近百姓，
开拓创新，在社区、“三农”、中小企业等
普惠金融服务领域树立品牌，在满足社
会期望的同时，实现长期可续的健康发
展，努力成为当地管理先进、风险可控、
品牌卓越、受客户爱戴的现代零售商业
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白城市分行 孙波）

普之城乡 惠之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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