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5日，河南省内乡县衙网站上出现一则《寻找海内外历代内乡知县后裔》的
消息。消息称，内乡县政府决定，面向全世界开展“‘天下第一衙’寻找内乡知县后裔
活动”。消息一发布，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众多网友纷纷指责寻找“知县后裔”纯
属瞎折腾。专家认为，搞这样的活动，归根结底都只能是一种炒作，引起争论，也就
达到了目的。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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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此次“寻亲”活动是否动用内乡县财政也
是网友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此，李茗公显得有点激动：“到现在没有
人给我一分钱，大家可以到县财政去查账。”李茗公
说，内乡县衙每年的游客人数都在60万人次以上，
门票收入近千万，2007年，内乡县衙向县财政上缴
了508万元，2008年上缴了523万元。“不是我们向
县财政要钱，而是我们每年都向县财政交钱。”

李茗公说，寻找知县后裔是一个长期的活
动，现阶段只是打电话联系和打印资料，而县衙
每年都有50万元的活动经费，这些钱足够了，不
需要特别经费。“我们县衙不说财力雄厚，但是，搞
这样一个活动还是有经济能力的。”

全新明也表示：“县财政不会拨一分专项
经费。”

根据活动方案，知县后裔捐赠知县的有关
资料、图片、实物、家谱、诗集、书画等，内乡县
衙根据情况按照相关政策予以现金奖励。

对此，李茗公解释说，捐赠文物，国家有相关
规定，应该给予奖励，博物馆也有这样的经费。

虽然不用县财政的钱，此次“寻亲”活动依
然没有忘记县财政。活动的其中一项内容为，
加强与知县后裔特别是知名人士联系，为内乡
发展献计献策，为招商引资做好基础性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用文化拉动旅
游，用旅游拉动经济。”全新明说。

“寻找知县后裔活动不用财政一分钱”

在李茗公看来，内乡县衙寻找历代知县
后裔遭遇广泛非议，还有一个社会背景，当
下，很多地方围绕一个文化遗产进行争夺，
有的地方干脆拿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来炒
作，公众对这样的事情已经“烦透了”。

李茗公举例说，神农架景区曾发布消息
说要寻找野人，还有“华南虎”事件。“野人肯
定是找不到的。事实证明，华南虎也不存
在。公众的惯性思维认为我们也是，但我们
与他们绝对不一样，内乡县的历任知县都有
档案，我们是能找到的。我们做这件事绝对
不是炒作，而是为了丰富衙门文化内涵。”

消息公布后，也确实有人主动和内乡县
衙联系。撰写内乡县衙三堂名联的高以永
知县的后代高伟强就是其中之一，他打算把
家谱捐献给内乡县衙。“知县的家谱就是很
珍贵的历史资料，如果不是此次活动，我们
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李茗公说。

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李茗公表示，不
会影响活动的进行，“我就是争口气也要把
活动搞好，我要用漂亮的活动回应质疑”。

而全新明则表示：“下一步是否会继续
这个活动？怎么搞？什么时间搞？都将重
新考虑，届时，将充分考虑各方意见。”

著名评论者刘强认为，全国此起彼伏的
祭祀风潮，都跳不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的模式，内乡县也不例外，丰富衙门文化只
是一个噱头。

河南财经学院旅游系教授苟自钧说：
“过去，内乡县衙可以打出‘唯一’的牌子，近
几年，随着河南其他两处县衙的开发，内乡
县衙感到了明显的压力和竞争，这也是内乡
县衙举办此次活动的一个内在原因。”

苟自钧认为，“寻亲”活动可能会让内乡
县衙得到一些文物，但是，搞这样的活动，归
根结底都只能是一种炒作，引起争论，也就
达到了目的。除了扩大影响，提高内乡县衙
的知名度，并无多大实际意义。

是炒作还是丰富衙
门文化？

“内乡县衙寻找历代知县后裔”始末

1月9日午后，内乡县衙略显冷清。
县衙入口处的检票人员坐在一旁悠闲地

喝茶。县衙内只有几个游客的身影。县衙门
前广场上，偶尔有行人路过。县衙大门上方，

“内乡县署”4 个金黄色的大字，在午后阳光
的照射下金光闪闪，格外显眼。

据史料记载，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
八年（公元 1304年），现存建筑为清代建筑，
占地4万多平方米，有厅堂廨舍280余间。

内乡县衙 1984 年被辟为国内第一座衙
门博物馆，有“天下第一衙”之称，1996 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故
宫专家誉为“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

眼前，内乡县衙的冷清与它在网络上的
热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座古老的县衙能
在网络上引起极高的关注度，源于 4天前的
一则消息。

1月 5日上午，一则《寻找海内外历代内
乡知县后裔》的告示出现在河南内乡县衙网
站上。告示称，元、明、清以及民国期间，共有元
好问等232人在内乡县任知县，内乡县政府为了
弘扬寻根敬祖文化，加强与社会各界联谊，丰富
衙门文化内涵，决定面向全世界开展“‘天下第一
衙’寻找内乡知县后裔活动”。凡是提供确切线
索的读者，都将给予不同档次的奖励。

为此，内乡县政府还成立了专门领导小
组和办事机构，制订了详细的活动方案。知
县后裔可以向内乡县衙捐赠知县的有关资
料、图片、实物、家谱、诗集、书画等，内乡县衙
根据情况按照相关政策予以现金奖励。内乡
县政府向知县后裔颁发证书、铜牌和有效证
件，享受景区免费的优惠措施。

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李茗公曾对外公
开表示，这是“县长全新明亲自策划并交办
的事情”。因此，这场特殊的“寻亲”活动一
经发布，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
多网友在称其“炒作”的同时，也称内乡县县
长纯属“瞎折腾”。

据新浪网的调查显示，高达72.99%的网友
对县长策划寻找232任知县后裔表示不理解，
认为这种活动不够务实，而且浪费人力物力。

网友们的观点非常鲜明，记者在内乡县
街头走访发现，当地大多数老百姓也对这场

“寻亲”活动持反对意见。
冯建军是土生土长的内乡人，就住在内

乡县衙对面，“小时候常在县衙内捉迷藏”的
他认为，政府搞这样的“寻亲”活动完全是劳
民伤财。“找知县的后裔有啥用？搞这样的
活动肯定要花不少钱，老百姓从中又得不到
啥实惠，有这工夫，还不如想想咋把经济搞
上去，让老百姓富裕一点。”冯建军说。

在内乡县衙西边开饭店的郝强也认为，
这样的“寻亲”活动“没啥意思”。郝强说：“这
种事情都太虚了，希望政府多干点实事。”

自称在机关部门工作的董先生认为，对
于“寻找知县后裔”这样的活动，是可以搞的，
但要看如何搞。“由政府牵头，动用县财政，甚
至县长亲自策划，就显得有点不妥，如果是县
衙自己搞，作为一个旅游景点，策划一些旅游
项目，扩大知名度也未尝不可。”董先生说。

面对种种质疑，1月 9日下午，内乡县县
长全新明告诉记者：“表扬是帮助，批评也是
帮助，不怕有人说，就怕没人关注。我们会
充分尊重网友和当地老百姓的批评。”

“寻亲”活动引发质疑

面对这场特殊的“寻亲”活动，网友最不能
理解的，是“县长亲自策划”。

1月9日下午，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李茗公否
认了他之前说过的“县长全新明亲自策划”一说。

“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波澜，可谓一石激
起千层浪，出乎我的意料。原因就在于信息不
对称，存在误解和误会。”李茗公说，“事情的真
实情况，是县长同意内乡县衙寻找知县后裔，
不是县长寻找知县后裔。”

李茗公告诉记者，1月 4日，全新明在听取
各单位 2008 年工作汇报和 2009 年工作计划
时，他向县长提出寻找历代知县后裔的想法。

“全县长听后，说思路很好，让我们制订一个方
案，第二天，在具体方案还没有制订出来的情
况下，县衙旅游公司副经理王晓杰就写出了
《寻找海内外历代内乡知县后裔》的消息，并把
消息放在了内乡县衙网站上。”李茗公说。

“当时我也没多想，领导说让拿方案，我想就是
领导默认了，一心想着尽快把消息发布出去。”王晓
杰说，是他的工作失误才造成了现在的不利局面。

“想法被领导肯定，我们就要积极行动，也
有点造舆论的意思，我们既是博物馆，又是 4A
级景区，宣传很重要。”李茗公说，作为县衙博
物馆，寻找知县后裔，加强联系，让知县后裔提

供一些有价值的物品是博物馆的正常工作，
“有时候，一件实物就会成为我们寻找衙门文
化的突破口。”

据内乡县衙提供的此次“寻亲”活动方案显
示，活动内容的第一条就是，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
办事机构。内乡县衙网站上的启示内容也显示，
内乡县政府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

然而，李茗公和全新明都否认了已经成立
专门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

李茗公告诉记者，成立领导小组只是一个
草案。“按照惯例，举办一个活动肯定要成立领导小
组，我们就打算成立一个专门办公室，我任办公
室主任，一个业务组，负责查找县志，还有一个宣
传组。但是，还没有报到县政府，县政府也没有
下发文件，只是我们的内部办事机构。”

全新明也表示，他至今都还没有看到过，
内乡县衙寻找历代知县后裔的活动方案，更谈
不上成立领导小组。“最终方案出来后，研究认为
方案可行，肯定会成立领导小组，但到目前为止，
县政府还没有发布过任何公告。”全新明说。

然而，“寻亲”消息公布后，遭到批评最多的
就是内乡县县长全新明，他坦言：“这几天心里
确实很难受，有一点委屈和压力。不过，网友
的批评也是好事，我们会认真对待网友的批评。”

“县长策划”一说遭到否认

这些发黄的《内乡县志》记录着232位知县的详细情
况，也是此次寻找他们后裔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