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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条“史上最泪目的寻物启事”在网上热
传。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婺源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彩
虹桥被洪水冲断。婺源发布“彩虹令”，全网寻找被冲走的
古桥梁原木构件。彩虹桥的命运，牵动着人们的心……

彩虹桥遭遇史上最高水位

7月8日，江西婺源，大雨滂沱。当天下午，婺源县
大鄣山乡、清华镇一带山洪狂泄、河水猛涨。“清华镇的
彩虹桥可能有危险了。”傍晚18时左右，收到彩虹桥上游
涨大水的信息，婺源县文物局局长詹建春马上带人往清
华镇赶。

婺源是文物大县，县内共有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5
处 16个点。连日暴雨来袭，文物部门严阵以待，各个重
点区域派人24小时值守，发现情况及时上报。

去往清华镇的车开到路上，却遭遇洪水无法前行。
“我们都很着急，只能叮嘱现场值班人员盯紧点。”詹建
春说。

婺源彩虹桥始建于南宋，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
国内保存最完整、设计最科学的古廊桥之一，被列入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全长 140 米、宽 3.1 米，
宛如一道彩虹横跨河流最宽处。桥墩的设计很有特色，
前端形状像船头，当地人称为“燕嘴”，能分流河水降低
冲力。4个桥墩间的距离不同，河水流速快的地方间距较
大。这样的设计让彩虹桥具有较强的抗洪能力，故能历
经800多年保存至今。

2010 年，当地文物部门曾对彩虹桥进行全面维修。
景区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对桥体进行日常检查和养护。

2017 年夏季，婺源遭遇强降雨，洪水淹过桥面 20 厘米，
彩虹桥安然无恙。今年汛期来临后，婺源县文物局对彩
虹桥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未发现明显问题。“彩虹桥桥墩
本就符合流体力学原理，不适合进行钢管加固。”詹建春
介绍，“接到气象局发布的暴雨预警后，我们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7月7日关闭景区，在两端桥头设置警戒线，并
派专人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和桥体安全状况。”

8日晚19时许，洪水淹到彩虹桥桥面。根据水利部门
预测的洪峰到达时间和水位上涨速度，詹建春判断彩虹
桥很可能会有险情，当即向上级部门汇报预警。20时 20
分左右，值班人员听到几声巨响。当时桥两侧道路、农
田被淹，人不能靠近，当地还遭遇停电，一片漆黑。“我
们请附近居民从楼上用手电筒照，发现桥被冲断，有的
廊亭不见了，就给省里打电话上报灾情。”

那一晚，詹建春和同事们心急如焚，从凌晨起就守
在路边，等待道路恢复通行。“早上 5点多赶到现场，看
到彩虹桥受损情况比大家担心的要好一些，桥面部分受
损，桥墩大体无恙。”詹建春告诉记者，当晚水位超过桥
面 1.5米左右，比历年记录的最高水位还要高 1米多，彩
虹桥受到上游山洪冲下的大树强力撞击，导致局部损毁。

“彩虹令”唤起全网关注

9日上午，江西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前往彩虹桥受灾现
场实地勘察，提出可行性修缮计划，并及时向国家文物
局汇报。工作人员对桥体受损部位进行维护加固，防止
次生灾害发生。

“洪水冲走的很多木构件，在文物修复中是有用的。”

詹建春说，“9日早晨我们就联系下游各乡镇搜寻彩虹桥
木构件。与景区旅游公司商量后，又在微博、微信、抖
音等平台发布‘彩虹令’，呼吁广大网友提供线索，对帮
助找回构件的人给予奖励。”

“彩虹令”一发出，反响热烈，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
达到 2300多万次，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中央电视台、中
国旅游报、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这座桥承载了婺
源的厚重历史，也见证了古代徽州人民的智慧”“桥墩
在，桥就在”“期待彩虹桥早日重现光彩”……网友纷纷
留言，表达对彩虹桥的关心。

詹建春告诉记者，两天内接到近百个电话提供线
索，最可喜的是在金竹村村民俞庆发、俞新沅父子的帮
助下，找回了一根几近完整的大梁。

9 日清晨，俞新沅发现金竹大桥下卡了一根木梁。
“我们对彩虹桥太熟悉了，看到这么大一根木头，当时就
判断是彩虹桥上被冲下来的。”俞新沅说。为了保护大梁
不被洪水再次冲走，俞新沅和父亲趴在桥面用麻绳、铁
钩等固定大梁，并在大梁脱卡落水后，走进湍急的水流
中，用力把它推到岸边。经鉴定，这根木梁正是彩虹桥上
的构件，长16米，重4500余斤，相当于一头大象的体重。

“婺源人民对于彩虹桥感情深厚，热心搜寻散失的木
构件，还有人自己开车将构件送回。”詹建春说，被冲走
的 4根大梁已找到 3根，其中 2根破损，此外还找到部分
梁架、枋、平盘等。“没有损坏的构件将全部用于修复彩
虹桥，如果构件损毁不能使用，将保存在景区作为历史
的见证。”

加快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古桥梁被冲毁后积极搜寻构件，这是2016年浙江温
州泰顺廊桥的灾后修复提炼出的一条宝贵经验。”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乔云飞对记者说，“破损的构件有的
通过加固还可以继续使用，即使不能用于文物修复，也
可以对其材质进行分析，由此找到文物的脆弱点和损毁
的原因，对于日后防灾起到帮助和借鉴作用。”

今年汛期以来，安徽黄山镇海桥、江西婺源彩虹桥
等文化遗产受灾损毁的消息备受关注。乔云飞认为，这
些新闻引发热议，体现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关心和爱
护。“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社会公
众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也不断深入，保护意识不断增
强，这是可喜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提升和科学技术进步，
文物保护正在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
转变，文物保护领域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努力建立长效
保护机制。由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开展的国家重点研发
项目 《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
究》今年5月正式开题。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乔云飞透
露，目前正在对国内外文物受灾案例进行梳理研究，围

绕灾害信息获取、文物脆弱性判定、风险评估等方面展
开系统性分析整理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搭建应对自然灾害的文物保护
管理框架，形成风险评估、要素信息提取、监测预警与
应急处置一整套文物保护机制，包括灾前科学记录文物
数据和环境信息，根据动态监测信息及数字推演模型做
出风险预警，主动采取预防性措施，灾中动态性发布应
急处置措施，灾后调集力量进行救灾和修复等。”乔云飞
说，今年国内大范围的汛情使文物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文物安全保护应纳入国家应急管理整体体系，以便于科
学高效地调配社会资源，提升文物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及
应急处置能力。

7月10日，国家文物局就加强汛期文物安全工作发出
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要保持高度预警状态，密切关注汛
情，全面排查可能面临的灾害险情，整治安全隐患，周
密组织防灾减灾工作，妥善做好受损文物后续保护工
作，搜集、保存好文物构件或者部件，组织文物修缮、
修复，将文物损失降到最低。此前，国家文物局已向相
关省份发出电话预警。据统计，截至 7 月 16 日，江西、
安徽、湖南、四川、广西、湖北、重庆、广东、福建、
贵州、浙江等 11 省区市有 500 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
不同程度受到损失。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
家文物局将密切关注和督导各地文物防汛安全工作情
况，并将根据各地文物受损实际，在灾后文物修缮修复
经费和技术上给予重点指导和支持。

目前，江西省文物保护中心专业技术团队已对彩虹
桥进行全面检测，并开始着手编制修复方案。检测发现
桥面部分木质建筑物和墩面部分石板受损，墩体未出现
明显位移和裂缝。“根据检测结果来看修复难度不大，彩
虹桥每一廊都是独立的，把损毁的部分按照原样修复就
行。2010 年整修时保留了全套图纸资料，对于此次修复
很有帮助。”詹建春说，“我们会争分夺秒、竭尽全力做
好文物修复，争取尽快完工，让这座有历史、有文化的
古桥重现往日风采。”

朱元璋、诸葛亮、李清照……在
近日开展的“妙合神形——中国国家
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上，可以看
到许多历史名人的画像。此次展览由
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共展出国博收
藏的50余件 （套） 展品，从不同方面
展示明清肖像画的历史、文献与美学
价值。

展览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
馆长刘万鸣介绍，明清肖像画是国博
书画收藏特色之一，馆藏数量多至近
千件，然而以前从未作为专题展出。
此次展示的全部是深藏于国博库房、
从未公开展出过的作品，今后还将不
断发掘更多展品以飨观众。

展览分为“帝王·皇族”“雅集·行
乐”“名臣·名士·闺秀”和“学者像
传”4 个单元，展示了明清肖像画的
概貌。展厅中，两幅不同的朱元璋画
像格外引人注目。一幅是晚清民国时

期画家俞明绘制的 《明太祖朱元璋正
形像》。画中的朱元璋身着黄袍，端坐
龙椅，气度威严。据国博专家介绍，
这是朱元璋正形像中较为标准的画
像，为其壮年形象。

另一幅为朱元璋的异形像，图上
无款，从画风来看应为明代作品。在
朱元璋画像中，此类异形像并不少
见。其共同点是脸颊变形拉长，下巴
向前凸出，脸上不同程度地布满黑
痣，“凤眸龙头，黑痣盈面”，与正形
像截然不同。

策展助理李文秋博士介绍，在历
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肖像是存世
量较为丰富的，其相貌的反差也非常
大。在清人胡敬的 《南薰殿图像考》
中，记载的朱元璋画像就有十二帧之
多。而传世的朱元璋画像中，异形像
比正形像更多。根据明代其他帝王画
像来看，朱元璋的真实相貌应与正形

像比较接近。其异形像之所以流传甚
广，可能与民间将其神化以及朱元璋
本人的推波助澜有关。

名臣和名士肖像在明清肖像画中
占据重要分量。这些画像既有朝服，
也有便装；既有端庄的正面像，亦有
随意的行迹图。此次展览中可以一睹
诸葛亮、苏轼、王阳明、郑成功等名
臣名士的肖像画风采。为了配合这些
画作，展厅里陈列了花翎、笏板、朝
珠等文物，并复原了一个典型的古代
文人书房，颇具清雅意趣。

“明清时期的肖像画，写实和写意
兼具，宫廷与民间并行，并受到外来
文化影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
期。”刘万鸣说，通过这个展览，可以
看出明清肖像画的发展脉络与演变进
程，还能看到服饰、礼制、官制以及
社会生活的变迁，从而加深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理解，激发文化自信。

风雨中，他们守护“彩虹”
本报记者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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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安徽拟修复镇海桥

7月7日，受持续暴雨引发洪水冲刷及长时间高
水位浸泡影响，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镇海桥桥面被
冲毁，桥墩受损严重。

镇海桥始建于明代，全长 131 米，桥面宽 7.53
米，为六墩七孔石质拱桥，历史上曾历经4次重修重
建。2019年10月，镇海桥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得知镇海桥被冲毁后，安徽省文物局专家当天
即赶赴现场察看，研究论证修复可行性。8日，省文
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蔡小莉一行赶赴
黄山市四区一县实地查看文物灾情，现场指导抢险。

11日，黄山市文旅局、住建局、水利局和屯溪
区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镇海桥散落的桥
梁构件、石料等原料开展打捞工作，请广大市民、
游客积极提供线索。

15日，省文物局再次组织专家赶赴黄山，进一
步勘察、评估镇海桥损毁情况。

目前，省文物局已向国家文物局汇报，镇海桥
尚保留部分桥体，相关测绘数据、历史资料等比较
完备，具备修复条件。为切实做好国保单位的保护
工作，回应社会关切，支持黄山市按照文物保护原
则修复镇海桥。

本报电 （记者邹雅婷） 7 月 16 日，
“积跬步 以至千里——数字故宫线上分
享会”在故宫博物院文化资产数字化应
用研究所举办。这场分享会通过网络视
频的形式与观众相约于“云端”，讲述“数
字故宫”这一年的成长，并发布了一款可
以一站式获取故宫数字资源的产品——

“数字故宫”小程序。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分享会上

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作为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故宫博物院面临着种种新
挑战。但同时故宫也紧紧抓住数字时代
带来的机遇，将学术成果与数字技术密
切结合，通过创造性转化，让更多人可
以借助“数字故宫”感悟和体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今年是紫禁城建成 600年，
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 95周年，故宫博物
院将继续加大“数字故宫”建设，创造
更多数字化成果，全面激活故宫数字资
源的价值。

过去十余年间，“数字故宫”推出了许
多备受欢迎的产品。此次发布的“数字
故宫”小程序进一步整合了故宫在线数
字服务，观众可以通过这款小程序第一
时间掌握全部故宫资讯，海量的故宫数
字资源可以一键搜索、一站抵达，无须在
网站、微博、APP等多个数字平台上跳转。

国博馆藏明清肖像画首次展出
本报记者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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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李清照像》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左图：7月10日，在江西省婺源县清华镇拍摄到的遭洪水冲毁的彩虹桥。 王国红摄/人民视觉
右图：工作人员搬运被洪水冲到下游的彩虹桥大梁。 婺源县文物局供图

工作人员清理彩虹桥受灾现场。胡敦煌摄/人民视觉

彩虹桥原貌 婺源县文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