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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路”？一边是百年名校的人文景观，一边是九省通衢

的市政规划。当一座高架桥将在武汉大学侧门拔地而起时，

激烈的博弈发生了。 与校方数次沟通未果后，武汉市政府决

定开工。但工程随即被武汉大学成功阻止武大与武汉市同样

位列副部级单位；4.7万名学生中有人提出了“游行申请”；

这些都成为博弈的重要砝码。 本来，高校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更多是互相依存。比如，武汉市现任市长就是武汉大学的毕

业生；始于1999年的部署高校“省部共建”，则让地方政府

在资金和新校区扩建等方面，对高校有着制约能力，而校方

调整本地生的招生比例，可能作为维护关系的回报。 2008年7

月初，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现场时，高架桥工地仍

未复工。武汉大学正在组织专家，对高架桥方案进行论证。

人文与交通，地方与高校双方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仍

是悬疑。 “中国市场经济变革的大环境下，利益主体的多元

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有评论指出，“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相

互尊重、沟通和协商已为现实所必需，以往的多次经验和教

训皆已反复证明：无条件牺牲个体和局部利益，并不能给社

会带来真正的公平、效率和进步。” 紧邻百年老校的宏大工

程 这座设计中的高架桥主体桥身及相关匝道全长2235米，采

用全封闭快速路的方式。它属于武汉市二环路改造的一部分

，是该市史上最宏伟的路桥工程之一。武汉市民对这座高架

桥寄于了“天堑变通途”的希望按照市政府的说法，竣工后



可以解决数十万人的出行难题。为此，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

理工大学到车湖宾馆段，总投资已达12亿。 洪山区街道口这

个高架桥的施工处，一直是武汉“最著名”的交通拥堵点。

如果乘坐出租车经过这里，司机通常会询问是否可以绕路，

否则，一段50米的路或许需要20分钟才能通过。 但对于比邻

大桥的武汉大学来说，这个钢筋水泥的巨型建筑如同噩梦。

高架桥位于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一部分经过武汉大学侧门。

一旦成型，将有几十米长的桥身横跨于武汉大学侧门外，桥

身高约10米。 “一旦高架桥建成，百年老校风貌不再。”在

这所著名高校反对下，2008年6月4日，工程被叫停。 武汉大

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

府创办的自强学堂。从1958年毛泽东视察到2006年法国总统

希拉克访问，近百名国家领导人曾经光临这个“中国最美的

大学”。武大坐落于著名的珞珈山，北门正对东湖。每年春

天的樱花也是这里的一景。“不敢想象，在樱花林中抬起头

就看到一座高架桥的感觉。”一位武大学生抱怨道。 “武汉

所拥有的公司、工厂、哗众取宠的小区，在历史的长河中都

是昙花一现。只有武汉大学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激流中，成为

见证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院长

张在元曾表示。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复工。”施工

方的一位项目经理说。因为工地约占整条马路宽度的1/3，停

工加剧了拥堵，工地两侧分割珞狮南路和北路的十字路口，

非高峰期也会排着约30米长的车队。因为拥堵，经常有汽车

突然开上行人便道。 而在此时，武大校方正在紧急搜集这座

高架桥的资料，准备与武汉市政府再次“沟通”。 “为什么

事先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武汉大学基建部副部长刘宇舟



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最初获悉建高架桥消息是通

过2006年11月3日的一封公函。这封信来自武汉市城市投资集

团它是武汉市所有市政建设的投资方，其下级桥建集团则是

代建单位。公函明确提出，因为要在武汉大学旁边实施高架

桥工程，“特向武汉大学借地改造排水系统”。 因为疑惑，

武汉大学并没有回复。作为工程代建单位的武汉桥建集团，

很快派一名工程师到武大接洽。“先找到武大基建部，基建

部说不接待，要我们找校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

时，桥建集团副总经理刘伟说，“后来，武大方面又要求武

汉市政府再出个文件。我们觉得犯不着，就没再找武大借地

。”在刘伟看来，借地的目的只是用来堆放施工材料、搭建

临时设施，武大不同意，他们可以另找地方。 2007年1月16日

，武汉大学再次接到了武汉市政府办公厅要求借地的函件。

此时，武大觉得，应该搞清可能出现在自己身边的庞大工程

。校方以对二环线与学校规划用地相交之处建设方案不清楚

为由，于2007年2月8日致函市政府，“邀请市领导莅临学校

指导工作”。 除了影响学校的人文风貌之外，距高架桥旁十

几米远是一个被称为茶港社区的教师宿舍区。校方认为：高

架桥建立起来将使得三楼以下终年不见阳光，而四楼以上长

期遭受24小时的汽车噪音以及粉尘污染。在这个小区的850户

人家中很多是武大教师。 但最重要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工

程，武大又是被涉及的最大的单位，为什么事先没有征求我

们的意见？”刘宇舟表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

和《环境评价法》规定，一个大型市政项目需要经过环评才

可上马。而环境评估要求所涉及单位的法人代表发表意见。 

涉及的单位范围为，生态评估需要纳入项目周边300米内单位



的意见，而噪音和大气污染应纳入周边200米内单位的意见。

这座高架桥其中的一段，与武汉大学杨家湾校区几乎擦身而

过。 “规划前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这绝对是事实。”武汉

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位

教授被武大任命为高架桥“校内评估小组”组长后，曾多次

向武汉市规划局申请查看环境评估报告，但“对方一直默然

处之”。最后他通过个人渠道，拿到一份只针对珞狮北路一

段高架桥的环评报告。“至于二环线整个规划的环评到底做

没做，我们不清楚。如果一个项目没做环评，那么就一票否

决。”李光说。 这份报告显示，相关规划部门曾随机选择46

名武汉大学校内人员进行问卷，7人不同意建设高架桥，其中

包括两名学生。“环评中随机抽取是一种最低级的办法。选

学生本来就不对，因为学生是流动的，而且环评没有武大法

定代表人的意见。”李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高架

桥方案事先是否征求武大意见以及有关环评的情况，武汉市

城市规划局宣传部书记何孝齐给出的回答是，“高架桥这个

事情还在协商之中，我们不好私自接受采访。” 借事说事

？2007年3月2日，湖北媒体《长江商报》刊发了武汉二环路

建设规划方案详情。武汉大学方面称，这是他们首次得知高

架桥的具体情况，和大多数市民一样。 根据武汉大学的要求

，4月24日，武汉城投公司来校介绍高架桥具体方案。按照城

投公司下级单位桥建集团的说法，为武大讲解规划方案“是

出于对学校的尊重”。但这并不属于桥建集团必须的义务此

前，桥建集团已派工程师与武汉大学接洽说明情况。“那次

，我们的工程师回到公司很气愤，说武大蛮不讲理。”桥建

集团副总刘伟说。刘伟觉得很奇怪，“怎么蛮不讲理呢？那



下次开会我也去听。”于是，4月24日，他和自己的上司城投

公司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到武汉大学。 这个会议主要是由城投

公司介绍方案具体情况。在刘伟的记忆里，武汉大学有一位

分管基建的副校长出面。武汉大学明确提出反对建设高架桥

，原因是破坏百年老校的文化以及风貌。但是刘伟认为，他

还听出了“隐含信息”。 “校方隐约提到，校门口八一路的

环境状况很差，对面中科院三角地要建高楼会影响武大等。

”刘伟说。于是，这位桥建集团的副总向其上级耳语：“武

大的意思，我看不在反对高架桥。”网络上也有传言，武大

一直试图让市政府将校门口的一块原属于中科院的三角地划

归武大，并改造为绿地此次反对高价桥，就是“借事说事”

。 但这些说法均遭到了武汉大学的否认。“我们从开始就很

明确地反对建高架桥。如果说给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就可以

让建高架桥，那还有必要和市政府沟通20多次吗？”武汉大

学基建部副部长刘宇舟说。 该校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也表示

：“武汉大学从来没有说要做一个交易或者怎么样的。” 高

架方案，有无可能改变？2007年4月24日的会议结束后，武汉

大学一直在试图使市政府改变高架决策。3个月后的7月25日

，副市长尹维真来到武汉大学这是武汉市和这所高校的第二

次面对面沟通，第一次是在6月14日。 “我们从来不反对市政

府建设二环线。”李光说，“但是在武汉大学旁边建立这样

一个可能破坏风貌的高架桥，是不是没有替代方案？”在上

海，为了保证百年复旦不受破坏，2005年9月，上海市政府规

划部门决定在中环路高架主线经过复旦门口时，变高架为地

道。 根据一份从武大学生手中流出的详细资料称：

“7#8226.25”会议上，副市长已和武汉大学基本达成共识。



但这一说法再次遭到武汉大学反驳，“我这有会议记录。会

上武大党委书记顾海良问，达成了什么共识？请讲清楚。”

李光翻着手里的会议记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

果真的有‘7&#8226.25’共识，顾海良不会那么问。” 这是

一次让很多人感到为难的交锋立足武汉110多年，武大和这个

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市长阮成发武大1985届的毕

业生，在5月4日表态，“我很想为母校做点事情。武汉大学

是武汉的骄傲，学校领导和师生有意见，非常理解。但是改

善武昌区交通状况迫在眉睫，二环线点对点30分钟规划就是

重要手段。”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的内部资料表明，阮成

发的基本态度是，如果武大同意建高架桥，市里将从四个方

面给予补偿：一是在尊重武汉大学意见的前提下，尽快对武

汉大学地区的环境进行总体规划，避免今后再在周边建高楼

。此前，曾有周边的高层小区打出了“武大是我们的后花园

”的广告，引起校方反弹。这个规划将在2～3个月内完成.二

是包括工商银行在内的“三角地”由市政府花钱拆建、绿化

，在2～3年内完成.三是改善武大出口通道，在正门、侧门做

行人地下通道；四是支持武大教职工宿舍建设。 事后《中国

新闻周刊》记者向武大求证这些内容，校方不置可否。 这次

会谈并未达成最终的一致意见。武大校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

，请专家重新论证武汉大学段高架桥建设方案，市委书记杨

松表示同意。武大方面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二环线的规划

同样经过武汉理工大学以及湖北省政府，但均以隧道方式通

过。 对此，桥建集团副总刘伟解释：“武汉理工大学门口是

个高坡，高坡上就不适合修桥，适合走隧道。而在湖北省政

府旁边原来就有一个桥，如果再修一个桥，挨得最近的地方



相距只有10米，你想想那是个什么样的景观？这种规划完全

是因地制宜。” 走地下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武汉大学那

一段高架桥的地下本来就有排水箱涵，如果做隧道就要在排

水系统下面做，那样就要做很大的排风口。而且隧道无法在

中间设立入口，周边单位的车辆进入只能绕到两侧入口，又

会造成拥堵。”刘伟说，“这里还有武汉地铁7号线，如果走

隧道，地铁就要再深挖。” 有专家估计，现有高架桥如改为

隧道，可能要增加2亿元投资。 面对技术上的难题，武汉大

学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武汉大学向市政府提出，将现有

的排水箱涵挪至武汉大学校内，武汉大学以这样的方式作为

让步希望改高架桥为地下隧道。目前，这一方案尚在沟通中

。 谁叫停了这个工程？此次会议后一个月2008年6月4日，北

段高架桥悄然停工。桥建集团发给项目施工方通知函上称：

施工人员机具设备可退场，但施工监理管理人员现场待命。

“从5月底就陆续在吹风，市里主要领导指示工程暂缓，具体

原因不清楚。”刘伟回忆。 对于一所部属高校如何叫停正在

建设的重要市政工程，外界颇多猜测。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

院长李光称，“我们和市政府就高架桥先后沟通了20多次，

市里比较重视。武汉大学可以通过人大或者政协反映这个事

情，但是武汉大学没用这样的方式。” 对于武汉大学的4.7万

名学生和3400名教师来说，首次正式获悉建设高架桥消息是

在2008年5月14日。当日，学校召开“高架桥通报会”，向学

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进行了告知。会后，经由武大校内的新

闻网站发出的评论，使这个事件成为一大热点。 武汉大学有

两家校园新闻网站，分别为“未来网”和“自强网”。前者

从属于校团委，后者从属于学生工作部。两个网站以报道与



武汉大学相关的新闻为主，所有记者编辑均为武大学生。未

来网负责人袁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她在5月15日接到网

站总监(另一名武大学生)的电话，对方告诉她，“这个事情

是下一阶段报道的重点。每天至少做一篇，要做六七篇。” 

接到电话的当天，袁和另外一名学生记者前往施工现场，拍

摄有关高架桥的现场图片并配以图说。“我们拍照片时，觉

得那个高架桥建起了那部分，就像剑已出鞘的感觉。”袁说

。 他们把这些文字发到未来网上的同时，转载到“校内网”

。这个网站拥有来自2200所大学、1800多万的在校大学生用

户。随后，引起更大关注的评论文章《高架桥七宗罪》被发

到网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与袁一同拍摄高架桥的学生。

文章称，高架桥使“武大到了最耻辱的时刻”，原本只停留

在政府与校方层面的事件又一次迅速升温，成为网络热点。 

为做好有关高架桥的相关报道，一些未来网的学生记者成立

了QQ群，大家在一起探讨报道方式。“我们开始也在想，是

用记者的身份客观一点，还是以武大学生的身份写得主观一

点。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主观些，先让大家知道这个事。”

袁承认，他们所写的文章“比较愤青”。 “未来网”属于武

大校团委管理，每篇文章都要先发到网络后台，经由团委老

师审核后才能显示在主页。而这次有关高架桥的报道和评论

，全部被放到主页。“包括《七宗罪》那篇文章也没什么删

减，最多就是字句上的改动。”其中一位网站的学生说。 论

战迅速升级，很快有武汉市民发出批评武大的文章。一篇名

为《不谋一城，难谋一域》的文章批评武汉大学为私利而不

顾大局。 6月12日，武汉媒体《楚天都市报》报道了二环高架

桥悄然停工的消息，但并无更多细节。此后，停工的消息在



当地媒体上没有更加详尽的披露，因为武大学生面临暑假，

学校的新闻网站也暂停了工作。 今天，武汉大学门外道路上

，只留下一排蓝色的施工挡板和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这一

切只能等到武大与市政府达成一致之后才能有所改观。武汉

大学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们已经召集相关专家进行

自我论证，准备再次与市政府以及规划部门沟通。 一个著名

高校与一个中原重镇，就这样冲突起来。1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