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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三峡一号文物——访葛修润院士 

 

(2003-04-14 10:29:40)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０日，重庆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工地，现场气氛紧张有序，各项作业井井有

条。至此，集“世界第一古水文站”、“长江水文资料宝库”、“世界水文史奇迹”等荣衔于一身的“三峡一号文物”，

其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全面进入精心组织、精心施工阶段。该项工程预计到２００６年夏天、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到中期水位

之前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行。  

    该项工程采用的是“无压容器”方案。这一方案的诞生漫长而曲折：历时达八年，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部门组织

论证最后否决的方案前后就有三个。每次论证，无不牵动国人心弦。广大文物保护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包括来自文物保

护、建筑、水土、航运、地震等领域的众多院士，为此投注的心血和智慧，更是无法计量。  

    白鹤梁保护牵涉技术制约因素千头万绪，这项工作的每位参与者，从开始接触到展开调查到分析综合到形成个人意

见，人人把“创造性解决问题”演绎得淋漓尽致。是什么促使他们表现出如此热忱？“无压容器”方案提出者、中国科学

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葛修润院士说：“我感到一种责任。”  

    保护“水下碑林”：责大任重  

    白鹤梁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全长１６００米，平均宽１５米，梁上题刻每年丰水期隐没

江中，每隔三五年水位极枯的枯水期才露出水面。古人认为，冬天长江水位回落到一定位置，第二年就一定风调雨顺，因

此代代以石刻鲤鱼为水标，在梁上“刻石记事”。  

    千载而下，石鱼“出江”一直是当时一大盛事。人们聚会江上，题刻水情，在白鹤梁中段２２０米长的区域，留下了

自唐至今１２００年间的１６５段题刻，其中１１７段题刻记录了长江历史上７４个枯水年份，构成了系统的长江枯水水

文资料，使其成为“世界最古老的枯水水文站”。  

    题刻兼具重大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于一身。它同时汇集了唐宋以来诸多重要史迹和各派书家遗墨，包括形

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石鱼、白鹤、弥勒佛，黄庭坚、朱熹、王士祯等历代文人宝贵的诗文、书法和绘画作品等，文学、艺

术价值极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底碑林”，于１９８８年跻身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寻求最佳方案：唯有创新  

    １９９４年，受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委托，天津大学拿出“水晶宫方案”。构想在白鹤梁题刻段，原址建一

座椭圆球壳水下封闭双层罩体，人通过隧道进入其中，对白鹤梁进行管理、维护和参观。因技术难度很大、造价昂贵，并

有损毁题刻的危险，被专家否定。  

    １９９８年，第二个方案由长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提出：让水下泥沙将白鹤梁就地淤埋，同时在岸上设博物

馆展示１：２的白鹤梁２２０米精华段模型。文物专家对此激烈反对，认为这种“就地自然保护”实质是不保护，因而被

搁置。  

    随后，“岸边复制”方案诞生。其设计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建委）黄真理博士提出，对白鹤梁原地

保护淤埋，在白鹤梁近旁高程１６６．２米至１７５．６米的变动回水区选择地点，放置原样复制的白鹤梁碑林，重现白

鹤梁随水隐现的自然景观。并在陆上建一小型博物馆，展览相关资料和实物。  

    ２００１年２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和三建委就这一方案，在涪陵举行专家评审会。葛修润院士被邀担任

评审组组长，赴会前四天，经过对几种方案资料的仔细阅读、深入思考，感觉即将通过的这个方案并不理想，并初步形成

新的“无压容器”方案的构想：  



    在白鹤梁上修建一座巨大的无压容器，将其完全罩住，在容器内充入过滤处理后的长江水，以抵消容器外长江水对容

器的巨大压力，使容器只需承受风浪带来的压力、淤积造成压力以及地震力，达到避免风化、减少泥沙侵蚀的目的。在保

护壳内沿保护体轴线方向设置密封防水的参观廊道，上设观察窗口，参观者由此直接观赏题刻。  

    葛修润院士指出，用同质的长江水来保护白鹤梁题刻是“非常好”的方法。他说：“这可由１２００余年的历史得到

证明。”纵观几种保护方案，这样想象丰富的崭新构思随处可见；工程设计中独到的具体技术构想，当然只有更多。正是

在这样不断的创新、再创新中，最佳方案得以逐渐成形，在题刻深潜水底之前，及时“浮出水面”。  

    挑战最后时限：众志成城  

    涪陵评审会上，各项程序依次进行。葛修润院士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设计者已做了这么多工作，要不要提出不

同意见？但在会上放映白鹤梁题刻录像时，他心怀激荡：“大自然和我们的祖先把这样宝贵的财富留给我们，难道只能把

复制品留给后人？！”  

    第二天，上午会议即将结束，会议组织者请葛修润院士发言。他首先就说：“保护白鹤梁题刻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

责任。”然后向与会专家用投影仪放映了一夜未眠的成果——几张描在透明薄膜的构想示意图，并对构想原理进行讲解。

下午，其他１１位评委都对葛修润院士的新方案表示赞同。虽然最后通过了评审方案，但会议纪要最后指出：已通过方案

并非最佳；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对新提出方案组织论证。  

    评审会结束后，葛修润院士想到水库蓄水在即，深感形势严峻、时间紧迫。２００１年３月，考虑再三，他就此给朱

镕基同志写了一封信；４月初获得圈阅。同时，中国工程院把他的保护意见作为院士建议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７月，他

又给时任工程院院长的宋健同志写信，宋健把信批转了有关部门。建议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支持。  

    能做的都做了，葛修润院士想：“即便方案最后没能被采纳，我的心也能安然一些了。”  

    然而，以后的事情进行很快。８月，重庆市委、市政府指示重庆文化局对建议立即组织研究。９月，葛修润院士和重

庆市文化局正式签订编制保护工程方案可行性报告协议。次年１月，重庆市政府在北京举行专家评审会，方案获得高度评

价，并收获了一些修改意见。春节前，可行性研究报告递交重庆市文化局，并予上报。３月，国家文物局下文批准进行工

程设计。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重庆市再一次在北京举行专家评审会，初步设计方案获得“创新思想突出”的一致评价，得以最

终通过。今年２月１３日，隆隆爆破声、钻机轰鸣声、脆响爆竹声中，白鹤梁，寄托国人千载梦想、孕育民族无穷希望的

这方灵秀之地，就此热闹起来。  

    举国视线，正在瞄准２００６…… 

(本报记者 刘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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