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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矛盾，南京开始了新一轮的纷争。南京汉口路西延工

程获批，将劈开南京大学，经过南京师范大学，穿越河海大

学⋯⋯一条路穿过三个学校11月5日，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在

南京举行期间，在“南京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南京市建委副主任邹建平表示，一直以来为南京市民尤其

是沿线三所著名高校关注的汉口路西延改造工程“势在必行

”，并已获得批准。 按照规划，2011年工程完工后，拓宽成

为双向4车道交通干道的汉口路将把南京大学彻底劈成南北两

半，学生们将不得不经由隧道在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穿行；

道路经过以宁静优美著称的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北围墙后，

再连接一条净空高度大于3米的地下隧道，穿越河海大学校区

，从河海大学校门口钻出地面，设立隧道出口。 河海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南京市鼓楼区人大代表孙其昂教授说

，有关方面一直向河海大学称汉口路西延隧道将“经过学校

附近”，但直到2008年1月初，南京市政府向河海大学发出正

式的征求意见函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工程将需要在河海

大学地下挖掘一条净空高度大于3米的隧道。 河海大学师生

发现，汉口路西延工程将在西康路设置一组进出匝道，并需

在河海大学校门西侧附近设置工作井一座，这实际上意味着

隧道东出入口就在现在河海大学的校门口。 工程立即引发疑

问。单就河海大学而言，工程将使本已局促的学校用地更显

紧张，地下隧道将直接影响地面几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精密



仪器，并限制今后学校建设高层建筑和更新实验室。在心理

上，师生们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在周围喧闹、脚下有地下

隧道的校园中从事学术文化活动。 尽管河海大学是汉口路西

延工程最早的反对者，但包括南京市交管局科研室副主任毕

衍蒙在内的交通和规划专家大多认为，受工程影响最大的其

实是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 毕衍蒙说，拓宽后的汉口路

将直接从南京师范大学的北围墙外经过，原来十分安静的校

园将变得十分喧闹。 南京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交通规划专

家也指出，隧道东口意味着南师大附近将会出现两个巨大的

废气排放口；而拓宽后的汉口路将把南京大学校园彻底一分

为二。由于南京大学教学区与宿舍区分别位于汉口路南北两

侧，上下课高峰时段学生拥挤密集，汉口路西延后，大量的

快速机动交通还将带来巨大的交通事故隐患。 毕衍蒙说，对

于南京大学学生的过街问题，政府方面早有考虑，将在两个

校门之间建设地下过街通道，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但问

题是，“这个过街通道要有多宽才能容纳汹涌的人流？通道

口又设在何处？” 在校园BBS上，三所大学的师生们尤其讨

论指出，工程将对以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

东南大学等为中心的文教历史区域造成破坏。“校园将不再

宁静安详，环境将不再优雅健康，对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破

坏无法挽回”。11月6日，也就是市政府宣布工程获得立项批

准的第二天，南大BBS的热门讨论区南大校园生活上，一篇名

为《汉口路变成了主干道后的严重后果》的帖子，浏览量高

达1089人次。师生之关注可见一斑。 这其中，以河海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师金林南、张健挺执笔的《城市建设为什么要

以牺牲大学为代价》流传最广，一度在南京大学BBS上排名第



一。金、张二人认为，汉口路工程建成后，南京大学将湮没

于滚滚车流、商铺叫卖声中，“不知还能有多少文人风骨”

；南京师范大学一遇道路改造就后退，尽失小桥流水、雕梁

画栋，“才子佳人还能雅量高致乎？”而河海大学，则被隧

道穿越，二人在文章结尾慨叹。 交通亟待改善，政府面临取

舍? 2008年3月，在南京市召集各家金融机构召开的2008年重

点建设项目资金需求发布会上，汉口路西延工程的部分细节

首次曝光：全长4727米，路幅24-31米，大约在双向4车道到6

车道之间，工程的总投资测算20亿元，2010年建成。 汉口路

缘何成为改造焦点？翻看南京城建图可见，汉口路，和与其

平行的北京西路，广州路沿线，为南京市内枢纽地段之一。 

汉口路北面的北京西路被称为“政府路”，江苏省委、省政

府、省政协和众多省级机关和南京军区以及各式招待所、宾

馆密布道路两侧，北京西路向东延伸的北京东路，则是南京

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 南侧广州路，则被称为“医院一条

街”，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脑科医院、南京肺病医院、南

京市儿童医院等大医院集中在此。 北京西路和广州路之间，

汉口路沿线，则是著名的文教区，其间云集南京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江苏教育学院等高校

，另有颐和路公馆区、傅抱石纪念馆等历史文化风貌区和文

物保护单位，还有南京市内最为著名的中小学和幼儿园。 在

南京市开发秦淮河以西的河西地区之后，河西被定位为生活

区，老城区则定位为工作区，由于秦淮河的阻隔，河西与老

城区的跨河交通联系一直是城市交通规划中的焦点和热点。

北京西路、广州路由此成为连接河西老城区的主要通道，也

是南京最拥堵的道路之一。 拓宽北京西路、广州路似乎是最



直接的对策，但是面对巨大的拆迁量和沿线那些不可能拆得

动的单位，专家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北京西路和

广州路之间重新寻找出路。 至少在2005年之前，已经有人提

出了汉口路西延的方案。 早在2005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副局

长、交管局长胡小翔等10位市人大代表提出了一份议案在汉

口西路西口新建一条隧道穿过河海大学，这便是汉口西路西

延工程建设方案的雏形。 方案一经提出，就得到江苏省的支

持。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多个渠道证实，江苏省政府向南京市

政府提出尽快上马汉口路工程，省政府愿意为此拨出10亿元

经费。这使得汉口路西延工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2005年10

月，南京市组织交通、市政、规划等各方专家召开咨询会，

有专家附和胡小翔等人的提议，明确提出，将南京大学附近

的汉口西路向西延伸，在汉口西路傅抱石纪念馆附近修隧道

，隧道一路向西，下穿秦淮河后与河西地面道路对接，在草

场门－清凉门之间“杀出一条血路”，分解北京西路、广州

路的交通压力。 在11月5日的世界城市论坛“南京基础设施建

设情况”发布会上，南京市建委副主任邹建平也公开表示，

汉口路西延工程是缓解南京城市道路拥堵的重要举措。由于

北京西路和广州路之间长达1.1公里的区域，没有一条分流车

辆的平行道路，这在城市交通路线是不可能的。目前北京西

路的草场门一带和广州路的清凉门一带交通拥堵状况严重，

增加一个新的交通通道，这是解决目前该区域交通问题的必

要途径，所以汉口路西延的拓宽改造工程势在必行。 邹建平

的说法也得到了南京市交管局科研室副主任毕衍蒙的肯定，

尽管是一个反对者，毕衍蒙也承认，这一地区的交通拥堵问

题的确亟待解决，政府拓宽汉口路的目的值得肯定。他举例



说，广州路西口的信号灯通行周期已放到最大，除进行工程

改造，已无新手段可以缓堵。 但问题在于，“大学是否必须

被牺牲”，如何改造，才能达到共赢？ 西延并不能解决拥堵

？2008年1月24日，江苏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包括河海

大学教务处处长吴胜兴等在内的14名省政协委员，联合提交

了反对汉口路西延的提案，认为西延工程将破坏文教历史传

统区域的氛围和格局，还会造成高校的交通安全隐患。 三所

高校的一些专家联合起来进行了论证，他们最核心的观点是

：汉口路西延工程并不能缓解交通拥堵。 其中一位专家在接

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表面上看，拓宽后的汉口路可以

对北京西路交通量起到较大的分流作用，但是事实上，由于

和汉口路相交的上海路已经接近饱和、中山路已经超饱和，

拓宽打通汉口路，无法真正有效分流北京西路的交通量。随

着小汽车持续高速增长，最多不超过3年，汉口路又将陷入交

通拥堵的泥潭。 在交通规划界，也有专家在网络上对此工程

提出反对意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汉口路从中山路到河海大学，如果拓宽为4车道，即使不按

国家规范要求配置，车道宽度取最小宽度，并考虑自行车和

行人安全通行需要，至少需要28米，按照这样的最小红线宽

度要求，该工程总拆迁量将达到8万平方米。如果按照有关领

导和部门建议的24米，那么单侧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一共只有4

米，自行车和行人安全空间无法得到保证。 而鼓楼隧道南出

口与汉口路的交汇处将成为交通拥堵、汽车废气的重灾点。 

汉口路东端起点，距离南京大学正门仅200米，正是鼓楼隧道

的南出入口，目前交通已经高度饱和，上下班高峰时段，从

北向南的车辆排队隧道部分一直排到隧道中央，地面部分延



伸到珠江路路口。据可靠观测，由于隧道口汽车大量排队积

压，该路口汽车尾气排放浓度高出正常路段十多倍。而且，

该路口距离西侧的汉口路与天津路交叉路口仅50米左右，其

间无法满足拓宽成4车道后的车辆排队等候长度要求，因此，

如果一旦汉口路西延打通，该交叉口既将成为老城中心最为

混乱拥堵的交叉口，也将成为交通事故和交通污染最为严重

的交叉口。 作为替代方案，同为工程专家的政协委员们提出

了一些新的建议，吴胜兴等人就建议提前建设贯穿城市东西

、连接新老市区中心地铁4号线。还有委员则建议，舍弃汉口

路西延，改成建一条珠江路至广州路的隧道，由随家仓地区

向西开城市隧道直通河西地区，从而缓解交通堵塞。 “并非

不能解决的矛盾” 早在2008年1月，河海大学的教师们就已经

对汉口路西延工程提出反对，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

记、鼓楼区人大代表孙其昂执笔起草了《河海大学教授关于

终止汉口路西延工程的建议书》，得到包括校领导在内的416

名正、副教授的签名支持。今年3月25日，南京市副市长陆冰

到河海大学与校方交流，孙其昂作为校工会代表参加会议，

当面将建议书交给陆冰。 其后，包括南京市市长蒋宏坤、江

苏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张大强、南京市副市长陆冰等在内

的省、市领导多次到河海大学座谈沟通，但双方始终未能达

成共识。 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大学老教授伍贻业也是工程

的坚定反对者之一。伍贻业甚至提出质疑：汉口路西延隧道

的通行车辆设计为小汽车，“那这条路主要就是为北京西路

上的政府机关用车设计的”！ “花这么多钱搞这么大工程，

就是解决小车子进出，南京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地方需要投

资？如果南京除了修这条路，再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了，



那我同意修这条路，否则，休想我同意！”2008年的一天，

包括伍贻业在内的多位南京大学老教授被邀请参加市政府举

行的一次关于汉口路工程的座谈会，主办方准备了丰盛的午

餐。但老教授们众口一词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之后，拂袖而去

。 但现在看来，教授们的反对收效甚微。孙其昂回忆，在参

加鼓楼区两会时，曾专门向区委和区政府领导表示，学校反

对汉口路工程，但是区领导却回答说：“你们学校不是已经

同意了吗？”孙其昂大惊，赶紧回校询问校领导，得到的回

答是校方根本没有同意。“他们总是这样”，孙其昂苦笑。 

多位学校教师和人大代表向南方周末记者转述，工程方曾在

与大家对话时放出狠话称：“南京大学又不是北京大学，河

海大学又不是清华大学，为什么不能拆？”这招致与会者的

强烈反感。 作为三校中最为坚定的反对力量，河海大学似乎

也开始感到困扰。孙其昂举例说，学校一直计划在西康路加

油站附近建设一座国际交流中心，好不容易找到投资方，并

且已经和规划部门达成共识，但是现在市政府给校方的答复

是“要和汉口路工程结合考虑”；“现在有消息说校方准备

有条件同意，并正准备提出补偿方案”，孙其昂说。 河海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金林南认为，汉口路西延工程有其合理

性，城市交通便利和文化教育传统之间固然有矛盾，但并非

不可解决，重要的是要尊重制度框架内各方利益的博弈。 这

也正是孙其昂反对汉口路西延工程的主要原因。正如河海大

学教师们的建议书中所称，“政府应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

政治民主权利和有关法规。该项目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环境

生态安全、居民宜居环境以及社会心理等重大事项，政府应

组织社会评价、环境评价、举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听证会等



工作，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行该工程的后续工作。” 但时至

今日，上述工作并未进行。金林南更指出，汉口路西延工程

实际上与原先的南京市城市规划相冲突，如果要实施这一工

程，应该先履行规划听证、调整规划。目前的工程，至少在

程序上有缺陷。 事实上，汉口路西延工程从提出到最终浮出

水面的漫长过程中，尽管工程方案一直在不停地修改，但始

终没有与公众见面。 直到11月5日，在“南京基础设施建设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建委副主任邹建平介绍，汉口路

西延已经完成了整个工程的实施方案，基本完成汉口路西延

工程的项目设计，这一项目也已经立项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

准。具体汉口路西延的方案和环评报告，将于下月在南京市

城建展览馆公示，他表示，欢迎市民都去看一看，并提出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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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