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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来到长江
沿岸一个特别的博物馆。它位于长江
重庆段水下约 40 米的深处，这就是“世
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水下博
物馆。

从外形上看，白鹤梁是一道长约
1600 米、平均宽约 15 米的天然石梁。
早年常有白鹤群栖息石梁之上，白鹤梁
因此得名。作为当地长江河床的一部
分，石梁伴随着水位涨落而有规律地露
出江面。这道天然石梁由坚硬的砂岩和
软质的页岩交互叠压而成，220 米长的
中段岩面成为题刻的最佳选点，产生洋
洋大观的白鹤梁题刻。它记录了自唐代
以来 1200多年间 72 个枯水年份的长江
水位资料、18 尾石鱼雕刻和历代文人墨
客留下的3万多字真迹题刻。

乘坐约90米长的隧道式电梯，抵达
水下 40 米深处。我们行走在河床之上
的昏暗通道里，在灯照下，倾斜坡面上的
题刻显得尤为清晰，引得周围的游客啧
啧称奇。隔着厚厚的特质玻璃窗，我们
对上了两尾唐代石鱼的眼睛。它们先雌
后雄，溯江而上，姿态灵动，宛若在水中
游弋追逐。雌鱼口中衔的莲花，已在岁
月的冲刷下模糊，雄鱼上精致的鳞片和
鱼鳍依然清晰。

我被这古老而浪漫的农耕智慧击
中。“石鱼出水兆丰年”，石鱼的眼睛，成
为古人观测长江水位变化的标尺。我仿
佛看见千年前，石鱼出水，人们奔走相告
长江的枯水周期已过，丰年将至。

1963 年，考古专家来到白鹤梁考察
时，惊奇地发现两条石鱼眼睛的高程与
涪陵当地水文站的零点水位在同一水平
线上。这一水文记录比英国人于 1865
年在武汉江汉馆设计的水尺标点要早

1100多年。这意味着，在缺乏科学监测
工具的古代，长江畔的人们通过年复一
年的观测和总结，已经听清了江水的
呼吸。

白鹤梁不仅是一座千年水文站，也是
极具艺术价值的“水下碑林”。历代官员、
文人墨客，都热衷于来白鹤梁“打卡”：“熙
宁七年，水齐至此”，“元丰九年⋯⋯江水
至此鱼下五尺”，官员在石梁上严谨地记
录当年长江的水位，或是思考为官哲
学。文人墨客相约游玩，在这里吟诗作
画，留下了不少“到此一游”式的题刻，
篆、隶、行、草皆备，可谓精彩纷呈。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宋代文学家、书

法家黄庭坚。被贬期间，黄庭坚曾在涪
陵暂留，他自称“涪翁”，并在游览白鹤梁
时留下“元符庚辰涪翁来”的题刻，其中

“来”字呈上下错开的特殊结构。有专家
推测，“来”字被拆分为两个部分，上面一
个“去”、下面一个“不”，或许表达了黄庭
坚当时不舍离开涪陵的心境，也给白鹤
梁增加了一段佳话。

如今，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我们仍
能看到黄庭坚顿挫有力的笔迹。这得益
于人们对于白鹤梁的倾力保护。三峡大
坝蓄水后，白鹤梁永久沉入江底。而它
位于长江、乌江交汇处，过往船舶众多，
通航环境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

保护白鹤梁？
为了保存宝贵的历史记忆，专家组

先后提出 7 个方案，论证了 10 年时间，
文物保护部门最后采用中国工程院院
士、上海交通大学葛修润教授的“无压容
器”方案，在原址修建水下博物馆。这也
成了三峡库区文物保护中难度最大、科
技含量最高、投资最多的项目。

从 2003 年到 2009 年，历时 7 年，水
下博物馆终于建成。现在我们看到的白
鹤梁题刻，被罩在一个椭圆形的钢筋混
凝土“罩体”里，与长江水隔离，这能防止
江水对白鹤梁梁体的长期冲刷损坏。为
了保持水压平衡，“罩体”内充满过滤后

的长江水。
不仅如此，在白鹤梁题刻保护体

内，还装备了国内文博界唯一深水照明
系统，一方面提升了题刻展示效果；另
一方面，能够阻滞藻类生长，有利于保
护石质题刻状态稳定和改善保护体内
的水质，这也是世界同类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中的最早探索。在原址原貌原环
境保护的同时，人们得以近距离观赏这
一水下瑰宝。

古代智慧与现代智慧，在这里形成
了跨时空的“交流”。白鹤梁的水文题
刻，为葛洲坝水电站和三峡水利枢纽工
程的兴建提供了确切可靠的科学依据。

而成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白鹤梁水下博物
馆，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
里，翻开中国水文密码的史书。

在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区前，展板上
圆头圆脑的涪鱼宝宝引起了我们的注
意，这正是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 IP 形
象。许多小朋友在展板前驻足，好奇地
看着上面活泼可爱的 Q 版小鱼和它的
自我介绍：“石梁上的双鲤石鱼是我的爸
爸妈妈，1200 多年来，它们默默守护着
长江，守护着涪陵城。”

当下，白鹤梁题刻正和埃及的罗达
岛尼罗尺进行一场跨越万里的“握手”。
中国和埃及都是文明古国，境内都存在
着孕育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江大河。而白
鹤梁题刻和尼罗尺同为大河流域的水文
遗存，共同记录着先民测水用水的智慧，
也为几千年来的地球气候变化留下了详
实的科学资料。

“现在，我们正在跟埃及的罗达岛尼
罗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中国长
江文明真正和世界大河文明相融合。”重
庆 白 鹤 梁 水 下 博 物 馆 馆 长 蒋 锐 动 情
地说。

10 月 12 日，2024 白鹤梁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涪陵举行。“中国白鹤梁题刻
和埃及尼罗尺的连续水文记录具有极
其宝贵的科学价值，为研究亚洲和非洲
大陆乃至北半球的古代气候和社会变
迁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赵云
在研讨会上表示，白鹤梁与尼罗尺作为
系列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利于填
补《世界遗产名录》中水文观测类遗产
的空白。

（本报记者 潘璐）

在长江重庆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破译穿越千年的水文密码

游客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来到江西
省九江市濂溪区姑塘镇的姑塘海关
旧址，历史上的“万里茶道第一关”。
当地文化专家汪建策带我们从堤坝上
往滩涂走下去。秋阳下，鄱阳湖泛着
微光，远山的倒影与络绎的货船虚实
相映。此时正值枯水期，水落滩出，坡
岸上可以见到大块堆叠的椭圆石头。
汪 建 策 说 ，这 是 形 成 于 第 四 纪 的 冰
川石。

汪建策退休前担任九江博物馆馆
长，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经历43年
的文物保护工作，熟悉九江的每一处文
化遗迹。

十七世纪兴起的以茶叶为大宗货物
的国际贸易线路，南起武夷山，经中国福
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
河北、内蒙古等地至蒙古国乌兰巴托，最
终到达俄罗斯。这条长达1.3万公里的
线路，成为跨越亚欧的“世纪动脉”。

姑塘关，就是“万里茶道”上扼守水
路的第一道税收关卡，为闽茶、赣茶和
徽茶集散、缴税的必经关口。

姑塘地处鄱阳湖西北岸，江西境内
五条河流（饶河、抚河、修河、赣江、信
江）在此汇聚后，将与长江接轨。

同样是（长）江（鄱阳）湖交汇之地，
相比北面15公里湖口江段峭石巉岩遍
布、湍回浪急，姑塘水道的水文条件得天
独厚：水涨时，有女儿港、张家套可泊船；
水落时，平湖一线，无风涛礁石之险。

而作为关口，姑塘背倚一座炮台
山，提供了直接俯瞰鄱阳湖水面的视
角。自设榷关之后，往来于江西内河与
长江下游之间、不由九江经过的商船皆
在此纳税。

汪建策时不时弯腰，在湖滩上搜
寻。他捡了许多碎瓷片给我们看，多是
青花瓷。仅从碎片就能判断，原件器型
有瓶、碗、盆、杯盏等。

唐以后，九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

商贸中心，瓷器贸易尤为繁荣。宋以
后，随着景德镇瓷器业的兴起，九江成
为连接内地与海外的重要通道之一。
明清两代，九江继续保持其在交通和商
贸上的重要地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鼎盛时期，姑塘关前的湖面上时常“千樯
万橹”，一片忙碌繁华景象。这种状况，
一直延续到近代。

姑塘古镇彼时是“江西四大名镇”之
一，被誉为“小扬州”，商号近千家，人口逾
3.6万人，“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灯明”。

汪建策还发现这条通道上出现的
一种文化奇观——从魏晋到民国时期，
留下了历代 3000 多位诗人的 1.6 万多
首诗词，因为地处交通枢纽，不论是升
官、贬谪，还是赶考或者漫游，天南地北
的人来来往往都须经过这里。

“隋唐以前，中国与外界的交流，主
要依靠东西向的丝绸之路进行。隋唐
大运河改变了固有格局，形成了‘南北
对话’，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首先成
为物资的主要供应地。宋以后海上丝
绸之路的形成，又使商业中心同时成为
信息中心、文化中心。”

可惜的是，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初，全球贸易、交通大背景的改变，长达
两个世纪的“万里茶道”淡出历史舞台，
姑塘海关也于1931年撤关。

2019 年 3 月 22 日，国家文物局正
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标志着万里茶道申遗迈
出了实质性的重要一步。“万里茶道第
一关”作为申遗的重要遗址，列入其
中。同年 10 月，遗址被列入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被正式定名
为“九江姑塘海关旧址”。

“万里茶道第一关”的修复及九江茶
市的建成，包括庐山茶区、修水茶园、武
宁茶山的茶产业等关联区域的延伸，将
今天的“万里茶道第一关”的故事讲述得
更为精彩。 （本报记者 章咪佳）

江西九江姑塘关——

扼守万里茶道第一关
缓缓推开斑驳古朴的厚重木门，细

微的尘土轻轻洒落，一座具有 600 多年
历史的古刹徐徐展开⋯⋯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来到青海海
东市的瞿昙寺。众多藏传佛教寺院中，
瞿昙寺的存在尤为独特。

这是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
规模宏大的明朝寺院建筑。它位于青
藏高原东部，与遥远的故宫有着相似的
建筑风格，有“高原小故宫”之称；寺内
的壁画艺术价值极高，可与敦煌相提并
论。1982 年，瞿昙寺成为第二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藏风格结合的高
原小故宫

瞿昙寺，这座汉式宫廷建筑风格的
藏传佛教寺院位于海东市乐都区。这
里地处长江上游，是周边地区的交通枢
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也是
中原文化与西部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带。

寺院外观古朴大气。这里是高僧
三罗喇嘛当年历经跋涉选择的宝地，背
倚罗汉山，前临瞿昙河，对面的凤凰山
犹如一座弥勒大佛端坐。

瞿昙寺曾是明代西宁地区政教合
一行政权力机构。明洪武年间，由明太
祖朱元璋亲自赐建。

走进瞿昙寺，砖红的墙，精美的木
雕窗棂，屋顶的吻兽、蹲兽、鸱尾、兽头
等，都与北京故宫颇为相似。寺院共前
中后三进院落，中轴上依次是山门、金
刚殿、瞿昙殿、宝光殿、隆国殿，配以其
他附属建筑，有典型的明代官式建筑风
格，气势恢宏。原来，当年修筑寺院的
工匠，大多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高原。
从创建到扩建，都仿造明代皇宫，前后
历时30余年。

瞿昙寺的许多建筑带有明显的地
方特色，例如小钟楼、小鼓楼及四座小
配殿的前檐木结构是典型的青海地方
做法，四座香趣塔则是藏式传统形制。

明朝13代皇帝中，有7位皇帝为瞿
昙寺下达敕谕、御赐珍品。从前院走到
中院，能看到明代永乐皇帝、洪熙皇帝、
宣德皇帝的碑刻；瞿昙殿前，悬挂着朱
元璋赐的“瞿昙寺”匾额，三个端正霸气
的大字全部以黄金金片一片片堆贴而
成，这是全国至今留存的两处朱元璋手
迹之一。

前有敦煌后有瞿昙
的顶级壁画

讲解员黄秀清是本地人，小时候常

跟着奶奶一起来瞿昙寺。多年以后，毕
业于导游专业的她回到家乡，重访瞿昙
寺，深深为之吸引。从2013年起在寺内
担任讲解工作至今，她一直坚持学习相
关知识，越发深入地了解瞿昙寺之美。

“寺内的壁画、砖石雕刻、木作艺术
堪称艺术三绝，三绝中尤以几座主殿内
的沥粉贴金壁画为最，规模之宏大在国
内同类壁画中较为罕见。”黄秀清介绍
起瞿昙寺，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看过瞿
昙寺的壁画，再看其他地方的，感觉完
全不一样。”

瞿昙寺的壁画包括殿堂壁画、回廊
壁画、木版画三部分，分布在寺内多个
殿宇及长廊内，总计绘画面积约 1700
平方米。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壁画，
创作年代以唐宋为主；而瞿昙寺壁画正
好弥补了明清年代的空缺，其中明代壁
画大多由宫廷画师所绘，为中国美术史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因此吸引了
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前来观摩研究，有
学者赞誉“前有敦煌，后有瞿昙”。

为了保护壁画，殿内没有点灯。在
隆国殿微暗的自然光下，巨幅壁画上精
细镶贴的大片黄金熠熠闪光，精美艳丽
的画面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层次立体。
明朝宣德年间国力强盛，用料富裕，人
物的首饰、袈裟的纹理，全由大片黄金
组成。13 幅壁画每幅高 6.2 米、宽 5.5
米，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沥粉贴金壁画，
令人叹为观止。

隆国殿两侧，是目前国内仅存的
“抄手斜廊”建筑。斜廊一侧绘有释迦
牟尼从降生到涅槃的传说，几百年前的
壁画和我们仅有咫尺之隔，细节尽收眼
底。明代壁画精细入微，黄秀清提醒我
们仔细观察画上人物不同的神态与服
饰——菩萨婀娜翩翩，力士威猛严肃，
书生文静儒雅，细致到眉毛、瞳孔都清
晰可见，即使是手掌大的人物，其衣服
上的褶皱都鲜活细腻。

据介绍，瞿昙寺壁画的绘制技法独
特，当年画师先在土坯墙上由土、砂、石
灰、草麻等原料和的泥浆制作地仗层，上
涂白底然后绘画，至今没有发现墙面脱
落现象。站在古老的壁画面前，仿佛能
够看到当年画师专注工作的身影，听见
数百年前踏在台阶上的脚步声。

精心保护历史文物

瞿昙寺建筑与文物保存之完好，令
人惊叹。三层的木雕窗花从明代保留
至今，大殿的梁柱上分布着沧桑的木
纹，凭栏倚望，似乎能感受到历史的呼
吸。寺内重要文物“象背云鼓”，雕工精
湛绝伦，甚至能看清牡丹花瓣的纹理、
象耳里的血管。

这一方面得益于青海气候干燥，有
利于建筑和壁画等文物保存；另一方
面，也离不开全面而持续的保护措施。

木结构建筑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要，

瞿昙寺内建立了微型消防站、消防蓄水
池，配备消防预警系统，安装监控摄像
头，对寺院内原有的消防栓进行了全面
改造，并实施了防雷工程。“消防部门会
来定期检查。因为消防设备和技术先
进，还有其他地方专门来学习经验。”黄
秀清说。

近年来，瞿昙寺对寺内文物和壁画
进行了整体的保护修缮工程。专业人
员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对全寺壁画进行
了墙体裂缝填补、颜色加固以及清洁等
保护性修复工作，在保证壁画原貌的同
时，延长了文物的寿命。

从 2017 年至 2020 年，故宫博物院
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对瞿昙寺内明清
壁画进行高清数据采集并建立文物保
护数据库。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
研究所所长罗文华介绍，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为瞿昙寺建立了完整、准确的壁
画档案，“数据不仅包含高清图片，还附
加有众多测绘数据、壁画现状等深层数
据，对于未来瞿昙寺的文物监测保护管
理和研究宣传建立基础数据库。”

从去年 12 月开始，瞿昙寺临时关
闭进行修缮。预计在明年 5 月对游客
重新开放。

岁月流转，朝代更替，历史与瞿昙
河一样奔流不息，而瞿昙寺静静地矗立
于此，向人们无言地讲述光阴的故事。

（本报记者 施涵予 青海日报记者
陈俊）

探访青海明代皇家寺院瞿昙寺——

高原小故宫藏着顶级壁画

图为瞿昙寺航拍。 青海日报记者 陈俊 摄

姑塘关遗址全景。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