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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一定程度上，廊桥的历史，就是
泰顺的历史，就是泰顺人的故事。

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连系着一代
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

对泰顺人来说，廊桥是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背
上行囊闯天下的出发点，是夏日纳凉唠嗑家长里短的邻里
生活区，是记忆中交换农产品的集市，是乡民祈愿纳福的精
神场所⋯⋯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
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

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
浓郁。2008年以来，泰顺先后成功举办了九届廊桥文化旅
游节，组织参加七届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五届中国廊桥国际
学术研讨会及“廊桥外宣年”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
涵；借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节日活动契机，泰顺在中小学
校开展木拱桥营造技艺的教学，以期全面提升群众的文化
认同感与自豪感；以“世界最美廊桥”北涧桥、溪东桥为核
心，泰顺建设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打造
沉浸式实景剧《我在廊桥等你》，推进廊桥文化园夜景灯光
秀、廊桥古建民俗展示空间等项目建设，积极谋划廊桥博物
馆、文化展示馆等项目，将廊桥文化和旅游宣传成功结合，
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瞻仰廊桥文化，并进一步唤起人
们对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

越来越多泰顺人因此对廊桥有了更深层的爱。2016
年中秋节，泰顺遭受了百年一遇的洪灾。短短两小时，薛宅
桥、文兴桥和文重桥三座国保廊桥相继被冲垮。随着汹涌
洪水沉浮的木构件，紧紧揪住了内外泰顺人的心。

廊桥起立于溪水之上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往后与风雨
抗衡的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
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尚未等洪水退去，一场轰轰烈烈的救桥行动便开始
了。许多村民不顾自家物资被淹，成功打捞出九成以上原
木构件；短短 1 个月，社会各界募集近千万元资金，为三座
廊桥的修复打下坚实基础。

修旧如旧，让乡民们记得住乡愁。
看着打捞回来的木构件，时任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

任季海波脑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甄别、归位”。
大量廊桥纪实摄影作品被翻找出来，一一比对最初的

位置；一个个木拱廊桥技艺传承人行动起来，用传统技艺一
一复位；90 后小伙郑浩用自己的相机，以及日复一日的坚
持，拍摄了 14793 张照片，剪辑成 3 分 34 秒的视频，记录了
家乡廊桥的修复过程⋯⋯

从内心的热爱到保护意识的提升，这场全民救桥行动，
对泰顺人的心灵震撼是空前的。如今，走进泰顺廊桥记忆
馆，透过一个个文兴桥、文重桥、薛宅桥三座国保廊桥修复
时的历史镜头，为抢救和修复廊桥不怕险阻、爱心接力、全
民出动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这些镜头和画面，与泰顺人
对廊桥的独特情感紧紧粘连，让一座座屹立于风雨中的泰
顺廊桥，有了更加坚实的基底。

激发爱桥热情

《《我在廊桥等你我在廊桥等你》》大型实景剧在北涧桥畔上演大型实景剧在北涧桥畔上演

作为全国现存古廊桥最集中、最有特色的
区域之一，泰顺种类多样的石拱廊桥、木平廊
桥、木拱廊桥等造型，通过三节苗、五节苗、剪
刀苗等编梁核心技术的灵活运用，以小构件的
编织形式，超越木材本身长度限制，不仅实现
大跨度拱形结构，而且造型极富美感，无不让
人折服于中国传统木结构桥梁的高超技术。

为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泰
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
“带薪学徒”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
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
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 6 个、国家
级传承人 1 人、省级传承人 2 人、市级传承人
2 人、县级传承人 9 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
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

廊桥始于技术，又不止于技术。伴随一
座座桥体一起从风雨中走来的桥台、廊屋、桥
碑、题记以及古道、祠庙、民居等关联性内容，
更是一本本厚重的乡土文化传记。从建桥、
修桥、护桥的历史到至今仍悬挂、树立于桥
内、桥头等处的桥约、桥禁、修桥出资贡献和

其他村规民约等，还展现出泰顺人民团
结互助、甘于奉献、敢于创新、善于传

承的精神价值。
在泰顺看来，让更多人读懂廊桥、喜欢廊

桥，也是另一种保护。从 2009 年开始，泰顺
作为牵头县，与屏南、政和、寿宁、周宁、景宁、
庆元等浙闽六县大力开展联合申遗活动，“中
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闽浙木拱廊桥”被正式列入更新的《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作为目前国内唯一
以桥梁为主题的文化遗产，廊桥在地理文化
区域、类型和主题等方面填补中国在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上的空白。

伴随着“廊桥走向世界”的铿锵脚步声，
泰顺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开展廊桥文化
交流，成功举办美国廊桥学术研讨会、中国廊

桥图片展、廊桥造型设计大赛、廊桥讲堂等系
列活动，向多个国家及地区赠送泰顺廊桥模
型。

与此同时，泰顺民间对廊桥文化的挖掘
和保护也在不断加深：2000 年，泰顺籍大学
生钟晓波个人创办泰顺廊桥网，后改名中国
廊桥网，致力于宣传保护古建筑和乡土文化；
2004 年，乡贤董晓华牵头成立泰顺廊桥文化
协会，吸收 200 多位廊桥研究者、爱好者，着
力于廊桥研究和保护；2019 年，由泰顺廊桥
文化协会等民间组织捐建的“浙江泰顺廊
桥”，在台湾南投县落成圆桥，成为两岸文化
交流的“联心桥”。

讲好廊桥故事、传播廊桥文化、推动廊桥
申遗⋯⋯跨越千年，泰顺廊桥，青春正好。

掀起兴桥热潮

历经千年的泰顺廊桥，以其“河上架桥，
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的古老独特
桥梁样式，带来视觉震撼的同时也带来了守
护的难度，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
有可能产生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

曾经，廊桥有很多“一守，便是一生”的守
桥人。而三座国保廊桥曾遭水毁的经验教
训，让泰顺对如何织密护桥网络，有了更加深
入的思考与系统谋划。

作为文化遗产大县，泰顺现有县级以上
文保单位 99 处 138 个单体、古廊桥 32 座，其
他不可移动文物 1194 处。廊桥大多位于深
山溪流之上，在山区，山洪暴发说来就来，如
何提前做好精准应对；廊桥上的民间传统民
俗活动仍不时举行，如何做好引导；随着廊桥
的出圈，越来越多游客打卡廊桥，如何做好管
理？泰顺设立廊桥保护专项资金，制定汛期

“一桥一策”保护预案，在每一座省保以上廊
桥，设立廊桥保护站，签订廊桥责任书，安排
廊桥保护专员，实施廊桥电子安防工程，构建
县、乡、村、管理人“四级联动”管理机制，实现

“一桥一策一专员”。
然而，单靠脚步巡，靠眼睛盯，难免会产

生各种纰漏，数字化成为“百密而无一疏”的
破题关键。

泰顺深入推进“廊桥监管保护一件事”数

字化改革，打通文旅、消防、水利、气象、资规、
执法等多部门数据，实现廊桥体征精准画像、
1公里集雨区气象预报、桥身温度异常和烟雾
警报、险情应急处置一键达等功能，变人力盯
守为 AI 智控，为古廊桥配上智能“新保镖”。
泰顺还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模拟廊桥精密结
构，应用于研学实践、旅游导览，以及不慎受
灾后的修复参考。

从“凭经验”管理变为“靠数据”说话。
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蓝丽
娜介绍，以 1 公里集雨区气象预报为例，相比
传统的天气预报，廊桥上游 1 公里集雨区气
象预报，能精准地获取廊桥上游水量。根据
县内每座廊桥的不同营造技艺以及水域环
境，为辖区内 32 座廊桥“量身定制”防汛防
台措施，并根据台风期间不同的降水量、水
位、现场实际情况等情况分级开展汛期应对
措施。

物联感知、监测预警、预警通知、应急处
置⋯⋯“新保镖”对县域内县保以上廊桥进
行实时降水量检测预警，并通过 DING 消息
及手机短信实时发布预警通知，督促乡镇
文化员、文保员在接到预警通知后及时赶
赴现场巡查处置，并上报现场处置结果，实
现县域内廊桥数字化信息共享、监管与保
护。

文物保护，立法先行。泰顺还推动温州
市人大制定出台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地
方性法规《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通过
推动对廊桥周边环境实施保护，划定保护范

围、建设控制地带、风貌协调区；明确实体保
护与技艺传承并重；提出廊桥保护八项禁止
行为⋯⋯一张多元共治驱动下的廊桥保护
网络正越织越密。

织密护桥网络

古桥与非遗的古桥与非遗的““碰撞碰撞”” 林宗义林宗义 摄摄

泰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泰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

泰顺廊桥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跨越千年的守护
——写在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会召开之际

戚祥浩 赖淼莲戚祥浩 赖淼莲

毓文桥林深掩映毓文桥林深掩映，，清溪漫淌清溪漫淌。。
林宗义林宗义 摄摄

建设中的新廊桥

北涧桥光影流转，秋意盎然。北涧桥光影流转北涧桥光影流转，，秋意盎然秋意盎然。。

架木为拱，跨溪成虹。

横跨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钉一铆。

在重峦叠嶂的浙南山城泰顺，这样的造桥技艺

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据考证，早在唐朝时期，泰

顺山区的人们已开始依靠廊桥跨越河谷和山涧激

流，在廊屋内避风躲雨，并在这里赶集、议事、祭祀，

举办多样民俗活动。

被称为“中国廊桥之乡”的泰顺，迄今留存 32 座

古廊桥，其中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

就有15座。

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

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从

政府到民间，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

子里的自觉行动。即便当前木拱廊桥的通行作用已

几近消退，近年来泰顺民间还自筹资金建了40 多座

廊桥。

无论是廊桥水毁后，全民抢救木构件的动人场

景，还是政府真金白银对木拱廊桥技艺传承的呵护，

抑或不遗余力对廊桥文化的传播，无不诠释——

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