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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

穿越水下时空 探寻千年
——女报记者探访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乘坐长91米的隧道式自动扶梯渐入水下，
再横穿146米的水平长廊，便到达长江水下约
40米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环形参观廊道。

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水中的白鹤梁。贴
近窗边，石梁上的石鱼、白鹤、诗文题刻等历经
千年依然清晰可见，水中不时还有一两只小鱼
小虾游过，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啧啧称奇。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区，是
世界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类博物馆，
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和“水下碑林”。
它记录了1200多年的水文资料，留下众多名人的书法作
品，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

“长江之尺”丈量水文历史
白鹤梁原址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

长约1600米，平均宽约15米，因早年常引来白鹤在此驻
足、展翅嬉戏而得名。

白鹤梁常年淹没于江水中，顺江而卧，仅在冬春枯水季
节露出水面。唐代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前，时人在长江
中心的白鹤梁上镌刻了两条石鱼，鱼眼的高程为137.91米，
与当地水尺零点在同一水平线上。两条石鱼各有三十六
鳞，前雌后雄，雌鱼口衔莲花，雄鱼口衔蓂草，宛若在水中游
弋追逐。

经古人持续观察发现，石鱼露出水面后的次年往往是
丰收之年，遂逐渐总结出“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规律。

“这一规律并非凭空而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馆长杨
邦德介绍，两尾石鱼是古人用以观测长江枯水水位的独特
水标，每当江水枯落，石鱼出水，人们通过观察鱼眼与枯水
面之间的距离来判断江水枯落程度，这和现代水文站所使
用的“水尺零点”原理相同。而根据有关部门对近百年来长
江干流实测水文记录的分析，长江枯水约10年为一个周
期。作为最低水位标志的石鱼出水的年份，实际上就是枯
水周期的终端年，此后降雨量开始增加，这无疑为农业丰收
创造了有利条件。

“熙宁七年，水齐至此。”“元丰九年，岁次丙寅二月七
日，江水至此鱼下五尺。”……千年来，围绕两条石鱼，古人
在梁上留下了一系列水文观测记录，积累了丰富的水文资
料。白鹤梁现存石鱼18尾、观音2尊、白鹤1只、题刻165
段，其中具有水文价值的有108段，真实记录了自唐广德二
年以前至20世纪60年代1200余年来72个枯水年份的水
位情况，因系统反映了长江流域枯水年份水位变化规律，为
长江航运以及水利工程的兴建等提供了科学依据，而被誉
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河水
尺（即尼罗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工作已启动。

杨邦德介绍，白鹤梁和尼罗尺都记录了诸多世界级的
珍贵水文资料，都是农耕文明测水用水的早期智慧，也都为
几千年气候变化提供了翔实的科学资料，且两处遗存都已
进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目前，白鹤梁与尼罗尺正遴选专
业机构编制联合申遗文本，力争今年完成编制工作。

赏“水下碑林”奇观
白鹤梁题刻除了具有重要的水文科学价值以外，还极

具历史和艺术价值，有“水下碑林”的美誉。
每年冬春长江枯水时节，白鹤梁便会露出水面，自唐

代以来，历代过往涪州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都会来此梁
上，踏青游春、观鱼览胜、吟诗作赋。梁上题刻留名者多达
700余人，不乏黄庭坚、朱昂、刘忠顺、吴革、晁公武、庞恭
孙、秦九韶、王士祯这样的大家。梁上1.2万余字题刻纵横
交错，篆、隶、行、楷、草皆备，颜、柳、苏、黄俱全，还有少数
民族文字。

其中一句“元符庚辰涪翁来”，刻于北宋元符三年（公元
1100年），被认为是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东归经涪陵，游
览白鹤梁时所题。

“1095年，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涪陵区）别驾，黔州
（重庆市彭水县）安置。”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讲解员文瑶介
绍，黄庭坚被贬到了涪州后，名义上任别驾拿俸禄，不能过
问行政事务。他就乐得清闲，成天游山玩水，把点易洞、白

鹤梁都转遍了。
后来，皇帝派钦差大臣到涪州，传了一道圣旨，说黄庭坚

无罪回京城。正好长江边白鹤梁水位枯退，黄庭坚便到白鹤
梁游玩，并在梁上写下“元符庚辰涪翁来”七个大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看到，在此题刻中，“来”字好似
被故意写成了上面一个“去”，下面一个“不”。专家推测，这
种写法表达了黄庭坚离开涪陵时不舍的心境，也成了白鹤
梁的一段佳话。

以“白鹤梁”、“元符庚辰涪翁来”、“白鹤时鸣”、18尾石
鱼等为代表的白鹤梁精美的石刻艺术、精湛的书法艺术美
轮美奂，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而明正德庚午（公元1510年），涪陵太守黄寿观石鱼题
五言律诗。诗意为如果遇到的是好官，石鱼即使淹没在水
下也是一个丰收之年；如果遇到的是贪官，石鱼即使露出水
面也是一个凶年。此诗辩证看待了“石鱼出水兆丰年”这一
传说，体现了节用爱民的“民本”思想。

吴革题记则刻于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题刻大
意为，我在此做州牧已久，今年终于看到石鱼露出水面，可预
见来年定有好收成，人民丰收了，日子过好了，我与人民的距
离也就不远了。该题刻表现出吴革体察民情、亲民爱民的为
官思想。

以黄寿题记、吴革题记等为代表的白鹤梁题刻充满顺天
道、劝农桑、节用爱民、清廉行政的民本政治哲学思想，闪耀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他们爱国爱民的家国天下情
怀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凸显白鹤梁价值的历久弥新。

“重现”千年瑰宝
三峡工程启动后，为避免白鹤梁淹没水底，白鹤梁题刻

保护工程于2003年启动。
在长江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程中，白鹤梁题刻的保护

是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投资最多的项目。为了保护好
这一水下瑰宝，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水
环境，即使用“原址保护”的方式。

经过10年论证比选，在多个方案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葛修润提出的“无压容器”方案被选中。

该方案是指用椭圆形金属壳“罩住”白鹤梁，长江水经
过沉淀、过滤、净化等再流入金属壳内，这样既能减少江水
对题刻文字的侵蚀，又能让容器内部的水压与外部的长江
水压达到相对平衡。

金属壳内，沿白鹤梁梁体建了一条耐压通道，通道两端
与地面相通，游客可在参观完地面陈列馆《生命之水》《长江
之尺》《水下碑林》《三峡明珠》4个单元，听完“世界大河文明
中的水文观测”“白鹤梁题刻的科学与人文价值”“白鹤梁水
下博物馆的建造历程”等内容的讲解后，乘坐隧道式电梯进
入长江水下约40米的通道内，通过23个直径约半米的圆形
玻璃观察窗，近距离观赏水下题刻，获得穿越水下时空的全
新体验。

当记者步入环形参观廊道，一股凉意迎面扑来，顿时人
也清爽了起来。透过水下玻璃观察窗看去，石鱼、书刻近在
咫尺，让人仿佛穿越时光，看到千百年前文人墨客在此地停
留和吟诗作画的场景。

杨邦德介绍，为了让游客能从观察窗清晰看到白鹤梁题
刻真容，博物馆采取24小时不间断循环系统过滤等方式确
保水体清澈，同时，潜水员每隔两三个月还要下水一次，打开
排污阀门，利用排污软管将保护体内的沉淀物靠水内外压差
自行排除，并用毛巾擦拭观测窗及灯饰上的藻类生物，为白
鹤梁题刻“洗脸”。

此外，为带给游客更好的观赏体验，博物馆还不断更新
深水照明系统。灯具的用料从铝制灯具换成不锈钢灯具，
以此减少铝制灯具在深水中长期浸泡产生的解析物；灯珠
从暖白光灯珠换成冷白光，有效降低了水的温度，以减缓藻
类的生长速度。

让古老题刻“活”起来
“千年以前的题刻就在眼前，漫步其中，仿佛穿越时空

隧道，真令人难忘！”走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来自湖北的游
客李林不禁感叹。

自2009年开放以来，前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参观的游
客络绎不绝。截至目前，共接待中外游客超200万人次。
为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在参观完地面陈列馆、浏览完水下
参观区后，游客还可以体验传统拓片制作、盖各种样式的纪
念章等。

“将刷子打湿，从画板中间开始刷，不要留有气泡。”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几名游客现场用宣纸、墨汁、拓包、刷子
等工具，将白鹤梁上的题刻清晰地复刻出来，切身感受白鹤
梁题刻的魅力。

据介绍，近年来，博物馆也策划了一系列临时展览，向来
往游客传播长江文化。比如，以展示白鹤梁风采的《长江史
书——新中国70年·我和白鹤梁》，以关注水危机水安全为
主题的《清且涟漪·水与我们的未来》，以展示长江文化为主
题的《月涌大江流——中国长江水文化碑刻展》等。

同时，依托节庆活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还接续打造
“石鱼出水兆丰年·白鹤梁·中国农民丰收节”，白鹤时鸣·研
学课堂、白鹤时鸣·文化沙龙、白鹤时鸣·小小讲解员、白鹤
时鸣·遗风遗泽等文化品牌，从内涵挖掘到知识传习、精神
传播，让古老题刻活起来，文明因子薪火相传。

此外，依托馆校人才，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还开展了一系
列学术研究，先后著成《白鹤梁——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水下遗珠》《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巴渝石刻文献两种合校》《白鹤梁题刻求索集》《白鹤梁题
刻史料辑录》，编制三套《白鹤时鸣研学读本》并陆续出版，
《水下文物白鹤梁题刻的保护与展示》课程也被纳入全国文
博网络学院课程库。

（本版图片均由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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