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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改名花费千万值不值？由谁来埋单？

襄樊改名襄阳引发成本之争襄樊改名襄阳引发成本之争

12 月 2 日，一则消息让湖北省襄樊市
成为焦点：经国务院批准，襄樊将弃用40多
年的城市名，重拾三国时期的“襄阳”之
谓。然而，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发现，尽管已
在全国成为舆论焦点，襄樊却一片平静，当
地政府机构招牌未换，街头门店牌匾上的

“襄樊”依旧。古城改名花费千万值不值？
由谁来埋单？“傍历史名人”是不是反映了
一些官员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面对种种
猜测，当地官方选择“失语 ”。有关专家
说，襄樊更名之前，已在大打诸葛亮招牌发
展旅游，如果这次只是换个名字，不注重提
升服务意识，轰轰烈烈地改名，最终将沦为
扯着历史文化大旗的一场瞎折腾。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图

襄樊机关、企事业单位门庭招牌依旧
12月5日深夜，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记者抵达

湖北襄樊。
3天前，人民网的一则消息，已将襄樊架到了舆论的

“烤架”上。
人民网的消息称，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

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
然而，在模糊的夜色中，记者发现，火车站上方两个

霓虹闪烁的招牌上，依然是“ 襄樊”二字。
6日凌晨，在襄樊街头，街铺林立的门头上方，牌匾

依旧，并没有任何改换门庭的迹象。甚至在全力推进
襄樊更名的市委市政府，招牌也没有丝毫改变。

此前，有新闻称，襄樊更名，会火了当地的印刷业、
制牌制证业，预计会有千万元的经济增长。

在襄樊市解放路和人民广场，记者先后走进了三家
标牌店和两家彩印店。店主们称 ，生意与平时没什么
两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一单由“襄樊”更名为

“襄阳 ”的业务。
“从理论上来分析，这次改名确实会给我们这些行业

带来新商机，这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反映在生意上，可能
会有一个滞后期。”一位名叫李彬的彩印店老板说，至于经
济增长的量有多大，这个很难估计。

批复背后的10年更名之争
从2001年开始，襄樊市有关决策者便有改名为襄阳

的想法。
更名“吹风”是由一名叫李辉的学者首先释放出来的。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对襄阳当然不会陌生。120
回《三国演义》有 31回的故事便在这里发生。刘备马跃
檀溪、水镜先生举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襄
阳郊外的隐居地隆中发表著名的‘隆中对’，诸多故事，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襄樊有无可能改称襄阳呢？
新地名虽然用了 40 年，但与 2000 年相比，40 年一瞬而
已。”2001年 10月 9日，《人民日报》第 12版刊发了李辉
的《襄樊何不称襄阳》，使古城更名掀起波澜。

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回忆称，“襄樊酝酿改名”大约从
2001年开始，先是《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支持改名的文章；
随后有政协委员提出“古城应更名襄阳，回归历史 ”的提
案；2006年，襄樊市民政局在一份文件里明确提出：“从
2007年开始启动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的调研论证工作。”

除了襄樊当地对改名存在争论之外，还有一个事实是，
数百年来，湖北襄樊与河南南阳一直争当“诸葛亮故里”。

两地都说诸葛亮是自己那儿的。南阳这边占点优
势，“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
亭”，有流传的文字作为依据。但襄樊方面认为这是个
冤案，因为诸葛亮隐居的古隆中，正位于襄樊市边上的
山里。

襄樊官方还跳出争论，搞定了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
者，让他们在《出师表》里把诸葛亮的注释给改了，让诸葛亮

“躬耕于襄樊”。前两年襄樊还办了诸葛亮“出山”1800年
庆典，还把易中天等名流请了去。

“改名之后，人们的证件、店面的招牌、公司的印章、银行
的账户是否都要更改？ 假设一座150万人口的城市改名，仅
更换二代身份证一项，就要花费2000万元。谁为这笔费用埋
单？”在湖北襄樊当地的论坛上，获批改名消息一公布，就有网
民指出：襄樊改名花费数千万，谁埋单？

“我们是襄樊人，我们从出生就知道我们的家乡叫襄樊，
襄樊三镇：襄城、樊城、襄阳，襄樊没有改名字的必要。改名字
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事，会浪费很大一笔资金，有这些钱直接拨
给襄樊，会给襄樊带来很大的帮助，襄樊，不需要改名字，襄樊
的发展不需要由改一个符号带动。”

网友“敦 shibing”在帖子《襄樊人民不同意给我们的家改
名字》中，发出了这样的呼喊。

有专家分析，城市改名后，凡是涉及该市名称的行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名称，以及驻外单位名称都要变更；所有单位
的公章、财务章，检查、核定、证明、记录等各类印章也要变
更。对普通公民的影响包括标牌、标记、牌匾以及各类户籍、
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的变更。

“襄樊市改名为襄阳市后，原襄阳区将更名为襄州区，在
各级地图上，这些名称都需要变更。这其中包括世界地图，中
国地图，省、市、县、区地区的改版重印。”12月6日，记者在襄
樊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群众，他们直言改名成本还有许多无
法预料的。

在火车站边，李秋平开了一家重庆小吃店，她说，叫啥都
行，反正政府说了算。只是以后要换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
还有公章，加起来至少得几百块钱吧。政府要是免了这些钱，
我对改名没意见。

省内外舆情涛涛，网络上大家更是各抒己见，对襄樊改
名为襄阳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

有消息称，凤凰网、腾讯网就“襄樊更名”一事分别做了
调查。凤凰网的调查中，支持改名的网民占多数。同时
段，腾讯网的调查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抵制改名的人
超过了五成。

事后还有人爆出，在2010年当地的诸葛亮文化活动论坛
上，还有专家大胆建议，干脆将襄樊市改为“诸葛亮市”！

这个专家就是交广传媒营销策划机构的总经理谭小芳，她
称，襄樊要发展旅游，为何不能大胆设想，直接以诸葛亮作为城
市命名。“搞旅游就要敢想。想都不敢想，怎么做的好？”

襄樊市委市政府却一直保持着平静，找上门去也不

肯说。
“这些天，天天都有记者打电话来问这事儿，包括中央级

媒体的记者。炒作这事儿有啥意思？”襄樊市委宣传部新闻
科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副科长有些生气地说，“现在我啥都
不会说，以后会在合适的时候，选择权威的媒体发布。”

宣传部外宣办一名工作人员称，襄樊改名这事儿，国务
院不可能对着襄樊批复，只能先批复到湖北省，再由省里批
复到襄樊市。现在省里批复未下，谁也没法表态。

在媒体爆炒襄樊改名之时，襄樊市委常委、副市长杨绪
春接受媒体采访时谨慎表态：“还没有看到批复文件。”

当地一些公务员向记者表示，“的确有很多人不知情，大
部分市直单位也没有收到市政府有关更名的通知”。

城市更名后，成功者有之，瞎折腾的也不少。
20年前，四川灌县改名为“都江堰市”；14年前，湖南大庸

市更名为张家界市。10年前，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更名为
石林彝族自治县；6年前，云南省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这些城市更名被认为是成功范例，随后全国出现城市改名潮。

徽州古称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徽州之名由歙
州诏改而来。1987年，“徽州市”的徽州地区被命名为“黄山
市”。从此黄山山名取代了徽州地名，一座历史名城给抹掉
了，外界惊呼“可惜从此无徽州”！

1994年，荆州、沙市合并后取名荆沙市，两年后又更名为
荆州市。当时，一些专家学者扯上历史文化的大旗，美其名
曰：更名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吸引招商引资、复兴当地
经济。而今，十几年过去了，荆州市的飞机场杂草丛生、火
车站人去楼空、海港口门可罗雀，当年的海陆空交通盛况杳
如黄鹤一去不返。

还有一些城市正酝酿着改名，如石家庄市嫌庄字太土，

与省会地位不相称，拟改为西柏坡市、冀都市、北宁市之一；
2009 年 11 月，福建拟将南平市更名为武夷山市，并撤销县
级武夷山市设立武夷新区。有人嫌合肥不够响亮，也想把
其更名为庐州。

“诸葛亮文化是襄樊得天独厚的资源，然而对于那些不
熟悉其历史文化的游客来说 ，古隆中缺少看点，也谈不上与
游客之间的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张广瑞认
为，打造文化旅游名城，光改名还不够，需要在打造资源和提
升服务上下工夫。

有趣的是，襄樊街头一位姓万的出租车司机认为改名是
好事。“外地人来的多了 ，我可以多挣钱了。”

在随后的行动中，他就宰了记者一把，在去市委的路上
绕了一个大圈，收了近20元“的费”。

网络时评人魏金辉撰文指出：既然襄樊已经折腾为襄
阳，就不要再往回瞎折腾了。 关键是此举恶例一开，各地争
相效仿，折腾岂不没完没了？

城市改名成本动辄千万

襄樊官方选择“失语”

襄樊市委市政府标牌名称还没有改变襄樊市委市政府标牌名称还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