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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鲁龙飞 张敏） 昨日早

上7点20分左右，省城南二环与东至路交

叉口附近，一辆166路公交车在进站时，突

然发疯般冲向正在站台候车的人群，造成

四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生命垂危。

目前，合肥交警公巡一大队已经介入该事

件的调查。

现场
近百米刹车印，触目惊心

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公交站台已经

恢复平静，只是缺失的站牌和路牙上残留

的一摊血迹还昭示着刚才发生的惨案。一

道近百米长的刹车印清晰地印在路面上，

让人触目惊心。

“一辆166路公交车，速度挺快的，可

能是路面比较湿滑，刹不住了。”一名目睹

整个事故过程的清洁工大姐说，当时公交

站台站着一些人，大家都在等车，原本缓缓

驶来的166路公交车突然发疯般冲向候车

的人群，躲闪不及的四名路人被重重撞倒

在地。

“附近有在建工地，每天都有大量的

渣土车经过，会留下一些土，遇到一点水之

后，路面就会变得很滑，可能是太滑了，车

刹不住造成的。”一名中年男子称。

伤情
四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

事故发生后，路人拨打了 120，迅速

赶到的急救车将伤员送到省立医院南区

救治。随后赶到的记者从省立医院南区

急诊科了解到，受伤的一共有4人，79岁

的张大爷和20岁左右的张小姐以及韦小

姐受轻伤。伤势最为严重的是74岁的朱

大妈，据医生介绍，她脑部广泛出血，目前

呼吸困难。

“我在市府广场那边上班，每天早晨

都在这个站牌坐166路公交车，今天早晨等

车的时候，一辆166路从西边开了过来，但

是到了站牌时仍然没有停下来，我们都向

前走，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辆公交车就把

我们给撞了。”回忆当时事发的场景，张小

姐仍然心有余悸，“车轮差点从我的身上轧

过去，当车完全停下来之后，我是挣扎着从

车下面 爬出来的。”

揪心
“有妈的地方才称得上家”

伤势最为严重的朱大妈子女闻讯后

赶到医院，听到医生说生还的可能性非

常小时，朱大妈的小女儿蹲在病床一角，

眼含热泪：“医生，救救我妈妈，有妈的地

方才称得上家，我还没来得及孝敬妈

妈。”

经过一番艰难的决定，朱大妈家人终

于决定给老人手术，“虽然医生说开刀也挽

回不了了，但还是尽力试一下吧。”

公交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事发后也

赶到医院，看望了伤者，“不管怎么样，先救

伤者才是最主要的。”据悉，合肥交警公巡

一大队已经介入该事件的调查。

公交车“发疯”冲向站台撞伤4人
其中一人生命垂危

安徽学者再议“历史名人争夺战”

曹操身后的“战火”何时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竞起。

在那干戈扰攘之际，原本名微而众寡的

曹操凭借其文韬武略，与群雄争强斗

智，逐渐胜出，最终“总御皇机，克成洪

业”，成为三国时期的第一号人物。

也许正因为曹操是历史名人，所

以曹操生前与人争雄，死后又被人争

抢。近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

文献学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张子侠，再

次开讲，为市民解读曹操之争背后所折

射的文化现象。

记者 任金如

张子侠教授介绍，关于曹操的籍贯，

曹操自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明确说

过其乡里在谯。后来，陈寿写《三国志·武

帝纪》说：“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东

汉的沛国谯县，即后来的亳州或亳县，也

就是现在的亳州市谯城区。陈寿之后，历

代史学家谈及曹操都认为是亳州人，亳州

旧志上也有明确记载。

但是，2009年8月15日至19日，在河

南永城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第十二届年会

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永城市汉文化研究

会的朱继彪先生向大会提交的《略谈河南

永城的汉文化遗存及研究价值》一文提出

“曹操和华佗故里当是昔日谯郡，今天永

城西南部的费亭集和华佗村”的观点，认

为曹操和华佗的家乡原来确属谯郡(安徽

亳州)管辖，但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域划分，

两人的家乡已经被划在河南省境内。

而来自《大韩民报》的消息，韩国梨花

女子大学郑在书教授通过对中国历史和

韩国历史的研究发现，曹操居然是韩国

人。并称，曹操祖上夏侯一族原本是高丽

贵族，公元117年乌桓入侵高丽，同年因宫

廷政变原曹操先祖流落中原改为复姓夏

侯氏，后曹嵩又过继给当时著名宦官曹嵩

为继子。曹操虽身在汉朝，但一直没有忘

记自己本是高丽后裔；为报国恨家仇，曹

操在势力不是很强大的情况下远征乌桓。

“故里”在被争，曹操的“墓地”也在被

争。光一个曹操墓，张子侠教授就讲出了

六种传说，摘录部分（如下）：

1、七十二疑冢说：最早起源于北宋。

王安石《将次相州》诗云：“青山如浪入漳

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

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

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

分衣裘。”其中，八九丘、空垄亩、知谁是等

语句，就是对曹操墓难以确认的描述和评

议。

2、漳河河底说：清代康熙年间，褚人

获在《坚瓠续集》卷二《漳河曹操墓》中记

载：国朝鼎革时，漳河水涸。有捕鱼者，见

河 中 有 大 石 板 。 旁 有 一 隙 ，窥 之 黟

然。……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

之，则曹操也……故云，疑冢之外，尚有一

冢藏君尸也。

3、亳州家乡说：亳州市博物馆前馆长

李灿最早提出曹操墓“亳州说”，主要依据

是：古代葬俗有携子抱孙规定，曹嵩墓正

在曹腾墓北约百米，观音山孤堆位于曹腾

墓西约百米，正好是一个携子抱孙形式，

曹腾是曹家发家的奠基人，按照以曹腾墓

为主的葬位是完全可能的；张辽、许褚死

后都被葬于谯城曹操宗族墓群之内，特别

指明墓的位置在观音山孤堆前，除曹操之

外，张辽、许褚又能为谁陪陵呢？

争曹操，为争名、争利
张子侠教授认为，历史名人之

争虽古已有之，但从没像时下这样

热，也从没像现在这样成为一种引人

关注的社会现象。事实上，许多人关

注历史名人的“故里”、“故居”、“葬

地”，参与历史名人之争，也的确是

为了守护和弘扬乡土历史文化。争

一个曹操，除了受近几年的三国热和

传媒事业的进步等因素影响外，与历

史知识的普及、大众文化的发展和公

众参与意识的增强也不无关系。

历史名人是一笔遗产，是一种

文化资源。有些人争的目的不是为

了保护传统文化，而是在乎开发利

用、经济利益。就有学者把争夺名人

的手段归纳为三种：一是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学术为地方利益背书，隐

藏发展诉求，如曹雪芹故里之争；二

是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直接由政府

出面进行争夺，如李白故里之争；三

是把名人当作“概念股”，业绩尚未

明确，炒作提前大举，如赵云故里之

争。

张子侠教授结语，发生争论并

不稀奇，但这种争论应本着实事求

是，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未

来负责的原则，展开学术上的探讨，

进行理性的辩论。须知经济开发获

得的是一时之利，只有文化才是无价

的，才可以传之久远。

曹操变成“韩国人”？

曹操墓成了传说！

相关链接
近一个时期历史名人之争非常热闹，

涉及的历史人物也越来越多。主要有：

1、老子：安徽“涡阳说”、河南“鹿邑

说”和甘肃“临洮说”。

2、朱元璋：江苏“盱眙说”，安徽“嘉

山说”、“凤阳说”和“明光说”。

3、西门庆：安徽“黄山说”、山东“阳

谷说”和“临清说”。

4、姜子牙：河南“卫辉说”、山西“石

楼说”、安徽“临泉说”、山东“日照说”、江

苏“常熟说”。

5、庄子：安徽“蒙城说”、河南“民权

说”、山东“东明说”和“曹县说”。

6、花木兰：安徽“亳州说”、陕西“延

安说”、河南“虞城说”、湖北“黄陂说”、河

北“顺平说”。

7、华佗：安徽“亳州说”、河南“永城

说”。

张杰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