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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白鹤梁水文题刻记录 了长江 自唐广德元年以来 ���� 余年的历 史水文数据
，

是 目前

世界上发现时间最早
、

延续时间最长
、

石刻数量最多的枯水水文题刻
。

受三峡水利工程的影

响
，

它即将淹没江底
，

文物部门与专家对其保护问题进行 了论证研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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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梁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江心处
，

因传说

自鹤群聚梁上而得名
。

白鹤梁是一道天然石梁
，

全长����米
、

宽约 巧 米
，

东西走向
，

与长江水

流平行
，

分为上
、

中
、

下三段
。

它长年没于水中
，

只有每年冬春之交的低水位时
，

才有可能部分露

出水面
。

白鹤梁水文题刻分布在长约���米的中

段石梁上
，

是长江三峡水库淹没区内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之一 �图一�
。

有着
“

水下碑林
”

和
“

世界第 一古代水文站
”

之称
。

唐代石鱼与白鹤梁水文

题刻及其价值

唐广德元年 ���� 年�前
，

长江水枯
，

时人

在露出江面的白鹤梁上镌刻了两尾石鱼
，

记录

了当年最枯水位线
。

后人经常年观察认为
�

当江

水退
，

石鱼现时
，

来年将有丰收年景
。

于是
，

每

逢冬春相交的枯水季节
，

观石鱼成为当地一景
。

当石鱼露出水面时
，

人们奔走相告
，

观者如潮
，

络绎不绝
。

有文人墨客将石鱼出水的时间
，

石鱼

与水距的尺度
，

观察者姓名
、

情景及心情
，

用诗

文或随笔的形式镌记在石梁上
，

也有人另镌石

鱼
、

白鹤及观音像
。

最初这些题刻集中于梁东段

的古石鱼附近
，

后石鱼周围无空隙
，

逐渐向石梁

上端和左右发展
，

经千余年的延续
，

形成了今天

颇具规模的石刻群
。

关于古石鱼始刻年代
，

目前尚无详细的文献

记载
，

但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 中记载了唐广德

图一 ���� 年孙海题刻白鹤梁 图二 石鱼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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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见到古石鱼的情景
�

开宝四年 ����年�羚南上言
，

大江中

石梁上有古刻云
�

广德元年 ����年�二月

江水退
，
石 鱼 见

，

部民相传风捻之兆
。

宋元 �枯�六年 ����� 年�杨嘉言等题记
�

宋元口六年辛 �下缺�望 口
，

闻江水即

下
� … …至是观唐广德鱼刻

，

并大和题记
。

宋淳熙五年 ����� 年�刘师文等题记
�

涪陵江水石 梁刻二鱼
，

古今相传水大

落
，

鱼 出现…… 。

自唐广德间
，

刺史郑令口

已载其事
，
而 鱼之镌刻莫详何代… … 。

浮熙

五年正月三 日
。

根据以上史料分析
，

最早的两尾古石鱼
，

于

广德元年露出了水面
。

这两尾石鱼的位置
、

造

型
，

在清康熙二十四年 �����年�涪州牧肖星拱

命重刻的石鱼及在白鹤梁东段附刻的《重镌双鱼

记》 中有记载 �

涪江石 鱼
，

镌于坡底
，

现则岁丰
，

传为

盛事
，

康熙 乙丑
，

春正水落
，
而 鱼 复出

，

望

前二 日
，

偕同人往观之
，

仿佛双鱼口莲隐

跃
，

盖因岁久落
，

形质模糊
，

几不可问
，

遂

命石工刻而新之
，

碑不至淹没无传
，

且以望

丰享之永兆云 尔… … 。

据现场考察
，

肖星拱命重刻的两尾线雕石鱼

在 《重镌双鱼记》题刻的上方
。

它们一前一后
，

呈

溯流而上的游动态
，

一叼莲花
，

一衔灵芝
，

长 �

米和 �
�

��米
，

均��鳞
，

高�
�

��米和�
�

��米 �图

二�
。

在它们头尾相接的下部
，

隐见一条小而模糊

的线雕石鱼轮廓
，

长约�
�

�米
，

高约�
�

�� 米
，

并

在小石鱼的上部约�
�

��米处
，

也就是肖星拱所镌

二尾石鱼的前一尾石鱼的尾部上方
，

镌有清晰可

辨的隶书
“
石鱼

”
二字

。

根据 《重镌双鱼记》 的

记载分析
，

这尾小的线雕石鱼应该就是最早的唐

代所见石鱼了
�
至于另外一尾

，

可能因长年的浪

击及水浪带出泥沙的磨损和风化
、

水蚀
、

人手触

摸等原因
，

已面目全非
、

无法辨认了
。

隶书
“
石

鱼
”

二字是何人
、

何年所镌
，

现还无更多的史

料依据核实
。

但唐代所见石鱼的确认
，

确定了

白鹤梁石刻群最早的石刻图形和最原始的枯水

水标的确切位置
。

据 ����年前的数据统计
�

白鹤梁共有文

字题刻 ���幅
，
�万余字

。

其中唐代 �幅
，

宋

代�� 幅
，

元代 �幅
，

明代 ��幅
，

清代�� 幅
，

年代不详�� 幅
。

另镌有 ��尾石鱼
，

其中立体

浮雕 �尾
，

浅浮雕 �尾
，

平面线雕 �� 尾
。

还

有线雕白鹤 �只
，

观音像 �尊
。

����年 �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

研究室受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的委

托
，

对白鹤梁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
。

经水下考

古工作者潜人水下勘查
，

发现了多处新发现

的题刻
，

如南宋绍兴十三年刻的
“
李景嗣题

记
” ，

南宋绍兴十五年刻的
“

孙仁宅题记
” 、

“

晃公溯题记
” ，

明隆庆五年二月刻的
“

袁大武

等人题记
”

以及多处未署名
、

未署时间的题

刻
。

这些是否属���幅题刻之内
，

还有待进一

步核实和研究
，

但可以肯定白鹤梁题刻不止

���幅
。

白鹤梁水文题刻不但数量可观
，

艺术价

值也极高
。

字体篆
、

隶
、

楷
、

草
、

行皆备
，

风

格颜
、

柳
、

欧
、

苏俱全
，

年代唐
、

宋
、

元
、

明
、

清延续
。

其留诗镌刻可考姓名者三四百人
，

无

论黄庭坚
、

朱昂
、

秦九韶
、

王士祯
、

谢彬
、

张

师范等名家留题
，

还是无名之作
，

皆各显其

能
。

后人以题刻之多
、

题刻之精
、

题刻延续时

间之长
，

冠以
“
水下碑林

”

之称
。

宋代大文学家
、

书法家黄庭坚在滴居涪

州时题有
“

元符庚辰涪翁来
”

的题句 �图三�
，

寥寥数字
，

却永留心态器宇
，

表现了其盛期之

作
。

清代陆增祥在 《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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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千年一遇的特枯水位线
。

白鹤梁水文题刻不仅具有
“
世界第一古代水

文站
”

之美誉
，

而且在现代化水利工程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

修建水利工程
，

都需要有充分可靠的水位资

料
。

特别是历史最低枯水位和最高洪水位
，

一般

需要用千分之一的机率为保证标准
，

即当千年一

遇的特枯水位出现时
，

要求能保证工程有足够的

发电能力和通航能力
。

而当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出现时
，

又能保证工程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和抗洪

能力
。

这就要求有长期的枯
、

洪水位资料作为设

计的依据
。

但是
，

长江仅有百余年的观测资料
，

大大不足
，

尤其是历史枯水位一般不为人们所注

意
，

更不易调查
，

而涪陵白鹤梁枯水水文题刻的

发现与发掘
，

正好弥补了古代水文资料的空缺
，

同时对长江上游水文特征的研究
、

开发利用水利

资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二 文物现状与三峡水利工程

�
�

文物现状

长期淹没于水中的白鹤梁题刻历经千余年
，

虽大多数题刻清晰可见
，

保存完好
。

但受自然和

人为的长年损害
，

题刻所在的岩体已有
“

病害
” ，

并在蔓延和发展
。

裂隙交错 岩体崩裂

题刻区所在岩层为砂岩体
，

其构造节理和层

面节理纵横交错
，

将岩体分割成多个分离体
，

在

江水不断冲刷的作用下
，

这些分离体会产生移

位
，

导致题刻的破坏
。

同时
，

题刻所在的岩体之

下为相对松软的泥质页岩
，

在江水的长期淘蚀

下
，

砂岩下的泥质页岩易被淘空
，

题刻所在岩体

易崩塌翻落
，

导致毁灭性的破坏
。

江水冲刷 风化侵蚀

长江具有水位变化大
，

水质含砂量高
，

侵蚀

模数大的特点
，

在携带泥沙的江水冲刷作用下
，

有些题刻已模糊不清
，

如唐代所见石鱼
，

按文献

记载应为两尾
，

而现仅存一尾
，

且已残损模糊
。

冬春之际
，

白鹤梁部分露出
，

面对长江主航

道
，

过往船只带动的波浪拍击露出水面的题刻
，

造成岩面片状剥落
，

题刻严重受损
。

时出时没的岩体
，

干湿交替变化
，

加快了题

刻的风化进程
，

岩体表面生长的水生物
，

更加降

低了岩石抗风化能力
。

船只撞击 游人践踏

夏秋季节
，

白鹤梁没于水中
，

过往船只易撞

击和划伤岩体表层的题刻
。

冬春季节
，

白鹤梁露

出水面
，

观赏题刻的游人手摸脚踩
、

私自拓片
、

乱刻乱画也成为损害文物的公害之一
。

��三峡水利工程

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

枢纽工程
，

目前正处施工阶段
。

现坝前水位为海

拔��米
，

按照三峡水库分期蓄水计划
，
����年

�月坝前水位将涨至 ���米
，
����年坝前水位将

涨至 ���米
，
����年三峡工程竣工

，

坝前水位将

视移民迁移情况有可能涨至 ��� 米
。

白鹤梁处于三峡水库的中上部
，

其梁脊高度

为海拔 ��� 米
。
���� 年 �月受二期蓄水的影响

，

即便在枯水季节
，

白鹤梁所处位置的水位也将在

海拔 ��� 米以上
。

也就是说
，
���� 年 �月以后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鹤梁水文题刻将被淹没

江底
，

永不再露出水面
。

白鹤梁水文题刻面临着

进行抢救性保护状态
。

三 白鹤梁水文题刻的保护

怎样保护白鹤梁题刻已成为三峡建设者和文

物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 和 ����年通过的 《威尼斯宪章》 均

对文物的保护特别是与环境密不可分的文物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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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
，

即
� “
古迹不能与其所

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 。 “

原地保护
”

是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原则
。

白鹤梁题刻是在长江水域的环境下产生的
，

并在与水的结合下衍生出了丰富的人文景观
。

如果白鹤梁题刻离开了它固有的环境
，

它的文

化内涵
，

与价值将大打折扣
。

所以
，

对白鹤梁题

刻的保护
，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脱离其赖以生

存的水环境
，

即以
“
原地保护

”

为原则
。

虽有部

分专家
、

领导提出局部切割
，

另建模拟展览场所

的建议
，

但经多次专家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
，

一

致认为
�

白鹤梁题刻不能移位
，

仍应以
“

原地保

护
”

为原则
。

“

原地保护
”
原则的确立

，

为文物保护部门对

白鹤梁水文题刻的保护和规划提供了基本框架
。

����年 �月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成立
。

同年
，

委托天津大学设计白鹤梁题刻的
“

保护规

划方案
” ，
����年完成

。

该方案以
“
不没的记忆

”

为主题
，

提出了建造
“
水下博物馆

”

的设计规划
。

后长江水利委员会
、

国务院三建委办公室黄真理

博士先后提出了留取资料
、

就地淹没和营造由白

鹤梁衍生的人文景观的原地保护规划方案
。

由于

以上方案在技术和对白鹤梁水文题刻的功能利用

方面尚有欠缺
，

在专家论证会上均未获得通过
。

����年�月中国工程院葛修润院士提出了与

天津大学不同的
“

水下博物馆
”
方案

，

该方案拟

在白鹤梁基岩上建钢筋混凝土墙
，

墙的顶部与防

锈金属弯顶连接
，

钢筋混凝土墙不作防渗密封
，

可过滤水质
，

防泥沙侵人
。

白鹤梁题刻全部罩在

弯顶与钢筋混凝土墙内
，

形成
“

水下博物馆
” 。

馆

内无空间
，

全部充水
，

题刻长年浸于水中
，

观众

可通过竖井或耐压管道进人馆内隔水观赏题刻
。

由于
“
水下博物馆

”
内的水与江水经钢筋混凝土

墙渗流连通
，

压力分散
，

使白鹤梁岩体处在无压

状态
。

另外
，

配备了不影响航运的设施
，

再加上

结构相对简单
，

施工期短
，

造价低
，

得到了评审

专家的好评
。

目前
，

该方案已经专家评审并获通过
，

国家

文物局也于 ����年 �月正式批准
。

日前
，

长江

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已承担了对

白鹤梁保护工程的总设计
。

重庆市文物保护部门

也已将涉及该方案的 �� 个关键性技术难题
，

列

人专项研究课题
。

其中
“
三维非线性结构分析

” 、

“

水下交通廊道
” 、 “

水下参观廊道
” 、 “

水下照明

及 ���遥控观测系统
” 、 “

水下循环系统
” 、 “

安

全监测系统
”
及

“

施工方案
”

的专项研究成果已

经专家评审并进一步完善
，

其余四个研究课题正

在进行
。

白鹤梁水文题刻历经千年延续
，

饱经沧桑
，

保存至今实为不易
。

我们应挖掘一切潜力
，

将

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好
、

利用好
。

笔者建

议
�

对待白鹤梁题刻的保护
，

要提高档次
，

将

保护提升为抢救
，

要像抢险救灾一样
，

争分夺

秒
，

充分利用蓄水前的有利时机
，

多做一些抢

救性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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