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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水文化进百校”活动走进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竞潮小学。

中国水利博物馆供图

图②：游客在展区参观。

周方玲摄（影像中国）

图③：中国水利博物馆外景。

中国水利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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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内，赵莉（见右图）对着

壁面上的切割痕迹，与电脑里的数百张

照片来回比对，题材内容、颜色、纹饰图

案，都要一一对应。突然，脑海中一张照

片精准镶嵌进了缺失的那块壁面——这

样的“灵感突现”，源于她对每个洞窟每

幅壁画以及被揭取痕迹的熟悉程度。在

克孜尔石窟群穿梭了 32 年，作为克孜尔

石窟研究院研究馆员，每一个洞窟都深

深刻印在了她的脑海中。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

城县克孜尔乡东南 7 公里的明屋塔格山

悬崖上，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

群，也是中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

大型石窟群。 20 世纪初，先后有日本、

德国、俄罗斯等国探险队来到这里，劫掠

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运到海外。

1992 年到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工作

后，赵莉通过调查测量，发现克孜尔石窟

被揭取壁画的面积近 500 平方米，涉及

59 个洞窟。

2002年，赵莉到德国柏林参加国际学

术研讨会时，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原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第一次亲眼见到了

流失海外的龟兹石窟壁画等文物。她暗

下决心：以后要重返这里，系统调查龟兹

石窟壁画。

回国后，赵莉开始学习德语。2012
年，她获得去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做访

问学者的机会。一年多时间里，她对该

馆收藏的包括壁画在内的 4594 件新疆

文物进行拍照、测量、记录，留下珍贵的

第一手资料，“文物库房里不能喝水，不

能吃东西，为了赶时间，我往往从开馆后

一直工作到闭馆前。”

2002 年至 2016 年间，赵莉还到收藏

龟兹石窟壁画的多个博物馆获取资料，

共收集到 8 个国家 20 余家博物馆收藏的

487 块壁画的高清图片。

相比调查和收集资料，把分散在世

界各地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归原位更具

挑战性，“有些被揭取的壁画边缘残损严

重，衔接不上；有些大幅壁画被分割成小

块揭取，运到海外后重新拼接时错位，同

一洞窟不同部位的壁画被错误拼接，不

同洞窟相同题材的壁画甚至被张冠李

戴。在考证壁画原位后，我在电脑里将

壁画照片进行裁剪，再重新排列组合。”

赵莉说。

只有对每个洞窟了如指掌，做到胸有

成竹，才能完成复原。从参加工作开始，

赵莉白天上洞窟，晚上读佛经，“只有熟悉

相关佛经，才能考证壁画题材内容的出

处，把壁画和佛经对应起来，了解壁画里

的世界。”

数不清在克孜尔石窟群跑了多少趟，

在千疮百孔的洞窟里，赵莉对着壁面，在

电脑里将一块块拼接错误的壁画图像拆

分、组合，再重新归位，“要核对壁画图案

是否吻合，尺寸是否合适，有些看着对了，

过两天再一看，又发现不对的地方，只能

重来。”

直到 2020 年，克孜尔石窟大部分壁

画找到了原位，并进行了图像复原。赵莉

将这些复原的壁画集结成《克孜尔石窟壁

画复原研究》出版，收录图版 1200余幅，是

目前为止收录克孜尔石窟流散壁画最全

的大型研究性图集。“仍有 40多块残片找

不到位置，可能它们所在的洞窟壁面早已

坍塌，永远也找不到原来的‘家’了。”赵莉

难掩伤感。

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群的一部

分。现在，赵莉已经开始另外两大石窟

——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赛姆石窟壁

画的复原研究工作。“已经搜集到了 200
余幅高清图片。”赵莉说。

赵莉：走在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路上
本报记者 李亚楠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历史与现

代在此交汇。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块

砖石，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的蕴含

某个历史片段，有的见证城市更新，还有

的寄托了无数人的记忆和情感。

近年来，城市漫游广受青睐，在这

个“露天博物馆”中，人们徜徉于街头巷

尾，感受城市的气息，体验文化的韵味，

探索发展的脉搏。不少地方准确把握

城市漫游的人文气息，适时推出特定主

题的文化探访路线，为当地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带来契机，也孕育了新生活新业

态新时尚。

城 市 漫 游 ，人 们 往 往 会 避 开 人 流

量 大 的 旅 游 景 区 ，深 度 体 验 历 史 人 文

景观，沉浸其中。在杭州，宋代文人墨

客无论是怀古思幽，还是呼朋引伴，往

往“自净慈南屏下天竺过灵鹫，遂游灵

隐而归”，这段路线被后人视作经典游

览 线 。 彼 时 ，文 人 雅 士 一 时 兴 起 在 山

崖 石 壁 留 下 的 题 刻 ，成 为 今 人 城 市 漫

游 的“ 攻 略 ”。 古 与 今 对 话 ，雅 与 潮 碰

撞，让人与城市的情感深度关联。

如 今 ，南 京 民 间 文 物 爱 好 者 组 建

“ 城 市 记 忆 民 间 记 录 团 ”，用 脚 步 丈 量

四 季 芳 华 ；“ 漫 步 北 京 ”胡 同 街 巷 探 访

路线亮相，为市民、游客打开首都文化

之 旅 的 新 视 角 …… 城 市 漫 游 串 珠 成

链，不仅是空间上的联结，更是时间上

的延伸。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

人 们 深 入 每 个 承 载 历 史 记 忆 的 角 落 ，

仿 佛 蹚 过 文 化 的 长 河 ，打 捞 中 华 民 族

智慧的珍珠。由此，当前城市治理、文

化建设等工作也面临新的课题。

一 方 面 ，作 为 现 代 人 生 活 工 作 的

聚集地，城市发展是变动不居的，近年

来 不 少 地 方 积 极 实 施 城 市 更 新 行 动 。

对此，要扩大城市文脉保护范围，增强

人 文 底 蕴 。 不 仅 保 护 老 宅 、古 街 等 承

载 城 市 记 忆 的 人 文 硬 底 蕴 ，还 应 尽 量

尊 重 城 市 内 在 肌 理 ，保 留 传 统 邻 里 关

系和熟人社会结构，保护方言、习俗等

人文软底蕴。

另一方面，城市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

载体。随着时代的进步，古老建筑与摩天

大楼映衬，传统戏曲与现代街舞同台，城

市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元素。漫游其中，可

以真切感受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亮丽风

景。不妨借助漫游的东风，践行城市人文

经济学，提高历史文化资源的造血能力，

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逐步推动人文

价值充分展现。如，注重空间联动，有机

串联零散资源，引入创意化年轻化消费新

场景。再如，探索建设文化驿站等小而美

空间，融旅游、阅读、展览等服务于一体，

让城市漫游焕发新风尚。

城市的面貌，既是其历史赓续的见

证，也是文化建设的载体。现代人之所

以喜爱城市漫游，根本在于这里是文化

传承发展的沃土，能从中找到归属和认

同。让我们放慢脚步，品读城市韵味，从

中获取精神力量和文化滋养。

放慢脚步，品读城市
黄 超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水利

与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文明息息

相关。

浙江杭州钱塘江南岸，中国水利

博物馆园区飞鸟翔集，绿树蓊郁，碧

水荡漾。

远远望去，博物馆主体建筑就像

漂 浮 在 水 面 上 的 水 晶 宝 塔 。 塔 顶 ，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拱卫的

巨 型 龙 钮 印 章 镌 刻 着《史 记·河 渠

书》，“水利”一词由此出，展示着中国

水利文化的源远流长。

走进博物馆，如同走进了水利文

化的宝库，从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到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将中华民族治

水、治国的故事娓娓道来……

人类逐水而居，
文明伴水而生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

伴水而生。

步入中国水利博物馆，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 6 幅大型铜浮雕壁画，大禹

治水的场景，震撼人心。来自湖北的

观众于媛媛伫立良久。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

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

行蹈毳，山行即桥……”《史记·河渠

书》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简要叙

述了从上古至秦汉的水利发展情况，

记述正是从大禹治水的故事开始。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远古发生

大洪水的神话或传说，不少都说洪水

毁 灭 了 人 类 ，仅 有 极 少 数 人 幸 存 下

来。”于媛媛从小就对中外治水故事

有浓厚兴趣，她说，“顺应天时地利，

洪水被我们伟大的祖先征服了，开启

了华夏文明新的篇章。”

中国水利博物馆展览陈列处副处

长魏晓明说：“不论是‘三过家门而不

入’的忘我，还是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

以及‘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智慧，大

禹治水都值得中华民族世代传颂。”

文化如水，水脉亦文脉。实际上，

比大禹治水的历史尚早，在长江流域

已出现治水范例——良渚古城外围水

利系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

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拦洪水

坝系统，距今约有 5000 年历史，实证

中华 5000年文明史的灿烂辉煌。

中国水利博物馆与浙江大学文

保团队合作，取样制作了良渚遗址老

虎 岭 段 的 大 坝 剖 面 ——“ 护 国 之

堤”。通过技术处理，远古的草裹泥

工艺被完整展示，参观者啧啧称奇。

在良渚古城遗址上，东苕溪穿城

而过。东苕溪上游依天目山，是浙江

省暴雨中心，山高岭峻，坡陡流急，加

之下游河道泄水能力不足等原因，洪

涝灾害频繁。“水利系统从北面和西

面围绕良渚古城，是良渚古城外围的

有机组成部分，规划和影响的范围超

过 100 平方公里，取水之利、避水之

害，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魏晓

明介绍，“它也证实良渚古城是由内

而外具有宫城、王城、外郭和外围水

利系统的完整都城结构。”

良渚人奠定了江南生活模式。他

们把房子建高，堆土墩子，避免被水淹

的同时，堆墩所需的土方，挖出来形成

了河道、池塘，河网密集，水稻就能种

在村子周围。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

古项目领队王宁远表示：“可以把良渚

作为中华早期文明研究里的一个教科

书式的样本。”

良渚古城遗址定格了时间，实证

着文明历史。而大运河是祖先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

中国水利博物馆大运河展厅墙

上 的 一 幅《四 省 运 河 水 利 泉 源 河 道

全图》长卷，绘制于 1855 年，详细记

录 了 大 运 河 杭 州 至 北 京 沿 线 的 城

市、河道、水闸等情况。运河打破空

间 阻 隔 ，缩 短 时 间 ，哺 育 城 镇 ，功 莫

大焉。

中国人适应空间地理、利用自然

山水，不断求知、探索和创造，沟通黄

河、长江、淮河、钱塘江等水系，形成

我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

脉，推动了沿岸地区农业、手工业和

商业的繁荣。

“至今千里赖通波”“共禹论功不

较多”，古人诗句对大运河的赞扬，凸

显 了 其 在 水 利 文 化 史 中 的 价 值 。

2014 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着两岸城市

和人民。如今，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持续推进，京杭大运河连续

三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大运河沿线

各类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基本实现全覆

盖，千年运河名片更加璀璨，大运河文

化带、生态带、旅游带正在焕发新活力。

水运连着国运，
水治则邦兴

水运连着国运。在 5000 多年中

华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几

度衰落。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

必须善于治水。“水利兴而后天下可

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清初

地理学家刘继庄说。

大禹治水成功后被人民拥护而建

立夏朝，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治水祈

雨的记载，春秋时管仲提出“善治国者，

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

大”的主张……我国历史上以农耕文

明为主，地理和气候条件特殊，不少王

朝的兴废、更迭都与治水紧密联系。

在都江堰多媒体展示区，来自安

徽的参观者石海霞一家四口停下脚

步。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的智慧，让

他们连连叫好。

都 江 堰 使 成 都 平 原 由“ 水 涝 之

地”变为“天府之国”，郑国渠让“关中

为 沃 野 ，无 凶 年 ，秦 以 富 强 ，卒 并 诸

侯”，这些水利工程为秦统一华夏奠

定 了 坚 实 的 经 济 基 础 。 公 元 前 214
年，灵渠凿成，秦始皇迅速统一岭南。

“今天起了个大早，慕名而来，感

觉很值！”石海霞说。

因势利导，将水害变水利。秦国

蜀守李冰于公元前 256 年主持修建的

都江堰，是世界上现存年代久远、以

无 坝 引 水 为 特 征 的 宏 大 水 利 工 程 。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旱则引水

浸润，雨则杜（堵）塞水门”，四川西部

从 此 很 少 旱 涝 之 灾 ，成 都 平 原 变 成

“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既是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也是一条桀

骜难驯的忧患河。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

治国史。

博物馆展板上的西汉“治河赏”

陶罐是汉代先民治理河道的见证物，

当时用来表彰治河有功的人员。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

以 数 不 登 ，而 梁 楚 之 地 尤 甚 ……”

《史 记·河 渠 书》中 用 较 大 篇 幅 描 述

了汉武帝亲临今河南濮阳县西南的

瓠 子 口 指 挥 封 堵 黄 河 决 口 这 件 事 ，

太 史 公 做 出 了“ 甚 哉 ，水 之 为 利 害

也”的感慨。

黄河自古“多淤、多决、多徙”“三

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国成

立 前 的 2500 多 年 间 ，下 游 共 决 溢

1500 多次，改道 26 次，封建社会战争

和军阀混战时期，更是人为导致黄河

决口 12 次。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实

现 70 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24 年不

断流，先后抵御 12 次大洪水，创造“地

上悬河”治理奇迹。

水 治 则 邦 兴 。 汉 武 帝 作《瓠 子

歌》嗟叹黄河洪水之危害；唐太宗亲

自整顿治水机构，制定水利与水运的

专门法规；清圣祖“以三藩及河务、漕

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

宫中柱上”……千百年来，华夏儿女

祈愿着大河安澜。

“民国时期，水利先驱们曾为系

统开展流域治理奔走谋划，但因时局

和国力所制未能贯彻落实，各流域

的工程实践以灾后修防为主。”

魏 晓 明 介 绍 ，“ 从 1840 年 到

1949 年的百余年里，外侮内

乱，国力衰退，水利失修，

水旱灾害与社会动乱形

成恶性循环。”

河清海晏，国泰民

安，是中华儿女的千年

期盼，当历史的大潮越

过 1949 年，江河湖海面

貌为之一新。

既讲人
定胜天，也讲
人水和谐

兴水利、除水害，古今中外，都是

治国大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中国

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治水。从“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

好”到“一定要根治海河”，从学大寨

整地治水到发扬红旗渠精神凿山修

渠，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治水

事业蓬勃发展，水利文化广泛弘扬。

红旗渠主题展览现场，陈列着大

锤、头、洋镐等简易工具，而展板上

介绍的“削平山头 1250 座、开掘隧洞

211 个、全长 70.6 公里”等惊人数据，

让观众看后感佩不已。

来自杭州富阳区的何欣雨一家

专程驾车 1 小时来到博物馆，作为 80
后，“从小就听到很多水利工程的建

设历程，对红旗渠记忆深刻，那时什

么高科技都没有，就靠一股子精神，

改天换地！”

何 欣 雨 是 两 个 孩 子 的 母 亲 ，她

说：“周末带孩子们来这里看看，受受

教育。今天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但愚

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

自古以来，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

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

布极不均衡。“南方水多，北方水少，

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

主席提出了宏伟构想。

兴修水利，造福人民。一把满是

水垢的烧水壶、一壶清澈的水样，直

观展现了南水北调给沿线老百姓生

活带来的变化。过去，沿途有的地方

“自来水能腌咸菜”。如今，清澈甘甜

的引江水替代了北方某些地区的苦

咸水、高氟水。

跨 水 跨 山 、跨 省 跨 市 ，供 水 、防

洪、排涝、航运、生态……既讲人定胜

天，也讲人水和谐，南水北调不愧为

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

口最多、受益范围最广的调水工程。

截至今年 3 月 18 日，南水北调东、中

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 700 亿立

方米，受益人口超 1.76 亿，已经成为

优 化 水 资 源 配 置 、保 障 群 众 饮 水 安

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

济循环的生命线。

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

之危、民族存续之危。“我们要大力增

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

解决好水安全问题。”中国水利博物

馆馆长、党委书记陈永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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