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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西省文物局消息，受近日持续
强降雨影响，截至10月10日12时，山西各
地共上报1763处不可移动文物不同程度
地出现险情，九座博物馆纪念馆出现小
面积漏雨、部分构件损坏等情况。

有句话叫“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
是全国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而且时
代序列完整、品类众多、形制齐全，被誉
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数据，以及山西省文物局网站的
相关信息显示，至去年7月，山西有不可
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有28027
处，约占52%。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受近期短时间、
高强度降雨的影响，这些古建筑受损严
重。像平遥古城的一段城墙，便出现了坍
塌。此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祠、
天龙山石窟、蒙山开化寺遗址也出现了
漏水。位于运城的盐池禁墙东禁门瓮城
大面积坍塌，城台顶面严重塌陷，城墙出
现多处裂缝；解州关帝庙崇圣寺门楼漏
雨，春秋楼二楼大面积漏雨威胁到“夜读
春秋”塑像；新绛龙兴寺因漏雨危及塑像
安全。可以说，很多山西古建筑都处在

“生死边缘”。
如今，山西遭遇到了洪涝灾害，受近

期灾群众达175万人。有人觉得，和人的
生命相比，这些传承百年，乃至千年的古
建筑成了“累赘”。这样的想法大错特错，
古建筑并不是负担，每一座古桥，每一尊
石碑，每一个古楼，都见证了历史的烟
雨，记载着年代的风韵，保留着先人的智
慧。

像出现51处坍塌和滑落的平遥古
城墙，已经在风雨中屹立了六百载。城
墙依照“因地制宜，用险制塞”的原则
修建，风格古朴，重视防御，工艺和用
料均以精良著称。平遥古城城墙高12米
左右，平均宽3 . 5米，周长6 . 4公里。墙外
有护城河，宽度和深度均为4米。墙体内
为土筑，外用白灰包砌，顶部用青砖铺
墁，内侧设马道和内向排水渠道。墙上
有六座城门及门楼，四角各筑一座角
楼，每隔50米便筑料敌楼1座，共有72
座，垛口共计3000多个，据说是按孔子
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来设计的。
1997年，包括平遥城墙在内的平遥古城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还有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
林晋祠，创建于西周时期，是为纪念晋
国开国诸侯唐叔虞 (后被追封为晋王 )
及母后邑姜后而建，北魏郦道元《水经
注》中记载晋祠已有相当规模。后经北
齐、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及民
国诸时期，历经2000多年的擘划营造和
修葺扩充，遂成当今规模。其中于7世
纪至12世纪间最为兴盛，是中国唐、宋
古建园林、雕刻艺术之典范。现存的有
盛唐时期碑刻，宋、元、明、清不同时期
的古代建筑100余座，特别是主体建筑
圣母殿，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唯
一具有典型性的北宋时期的代表性建
筑实例。除圣母像之外，晋祠还有三百
年以上的建筑98座、塑像110尊、碑刻
300块、铸造艺术品37尊，是庄严壮观与
清雅秀丽，宗祠祭祀建筑与自然山水
完美结合的典范。

至于解州关帝庙，则是现存规模最
大的宫殿式道教建筑群和武庙。解州关
帝庙创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宋、明时

曾扩建和重修，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
毁于火，经十余年始修复。被誉为“关庙
之祖”“武庙之冠”。庙内悬挂有康熙御笔

“义炳乾坤”、乾隆钦定“神勇”、咸丰御书
“万世人极”、慈禧太后亲书“威灵震叠”
等匾额。在解州关帝庙，你才能体会到什
么是真正的关公文化。

这些古建筑不仅是三晋大地，更是
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现在山西全省上
下正在与洪涝灾害作斗争，相关部门在
救助受灾群众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对古
建筑开展抢险修缮工作。

根据最新的消息，当地已针对多
处受损古建筑采取临时保护措施，降
雨结束后立即启动修缮工作。国家文
物局也派出专家组实地勘查掌握文物
受影响情况，指导文物救灾工作，紧急
拨付文物应急抢险资金，支持山西开
展因灾受损文物应急、抢险、修复等，
确保文物第一时间得到应急保护。此
外，各地博物馆也接力发文，携手共

“晋”，为山西古建筑撑起了一把“保护
伞”。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得山西古建
筑受到的损害已经减到较低程度，让
不少关心山西古建筑命运的网友暂时
舒了一口气。

不过，也要看到，这些措施只是应急
措施。相关部门更应该考虑的是，灾难过
后这些古建筑应该如何保护，毕竟，文物
常有，风雨只是偶至。

事实上，这次暴雨导致有的古建筑
受损情况严重，真正的原因是平时保护
不到位。例如一些偏远乡村的古建筑就
缺少基本的保护。这样的“保护”措施，显
然无法抵御风雨的侵袭。

古建筑不仅有历史文化价值，还
有旅游价值，而文旅行业正是当下最
具开发价值的风口。几乎所有的地方，
都把文旅行业视作经济发展的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缺少山水的地方造出
了“山水”，缺少文物的地方仿出了“文
物”。很多时候，游客明明知道是假的，
但是仍要去游玩。山西坐拥如此多的
古建筑资源，更应该在保护方面下足
功夫。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旦被损坏，便无法复原。从这个角度而
言，山西古建筑“蒙难”，也给全国其他地
方，特别是一些文物大省提了个醒。为文
物“撑伞”，功夫要用在平时。各地要像珍
视绿水青山一样，珍视文物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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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线泉是一处有
千 年 历史的 神 奇 景
观。北宋初年，它位于
济南乡宦张聪的家宅
中。《宋朝事实类苑》
卷六一载，张氏园内
有金线泉，“石甃方
池，广袤丈余。泉乱发
其下，东注城壕中，澄
澈见底。池心南北有
金线一道，隐起水面。
以油滴一隅，则线纹
远去。或以杖乱之，则
线辄不见，水止如故，
天阴亦不见”。宋代，
宦居济南的曾巩、苏
辙都曾看到过泉中的

“金线”，并留下了吟
咏金线泉的诗作。如
曾巩诗曰：“玉甃常浮
颢气鲜，金丝不定路
南泉。”

再往后，刻于金
代的《名泉碑》，首次
列 举 了 历 下 七十二
泉，其中位居第二把
交椅的便是金线泉。
但那时候，金线已不
是随时可见。远道而
来的元好问曾在泉边
逗留三四天，都未能
得以一睹金线芳容。
到了元代，济南籍文
人张养浩多次造访金
线泉，可他同样没有
眼福，只好写诗感叹：

“久闻金线奇，屡至未
曾遇。”比张养浩幸运
的是刘鹗，他在清末游览金
线泉时，经人指点，有幸看到
了金线。在其名著《老残游
记》中，刘鹗借老残之口，还
对金线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
析：“莫非底下是两股泉水，
力量相敌，所以中间挤出这
一线来……你看这线，常常
左右摆动，这就是两边泉力
不匀的道理了。”

约在民国时期，金线泉
式 微 。新 出 版 的《 千 泉 之
城——— 泉城济南名泉谱》记
载，“因泉池改建，基地遭到
破坏，水面亦随之缩小，水势
减弱，金线从此消失”。1956年
趵突泉公园扩建时，在原金
线泉东约20处一小池中发现
了“金线”，于是李代桃僵，把
这个小池命名为金线泉，同
治年间的碑刻也挪到了小池
中，原来的金线泉则被称为
老金线泉。1966年起，由于趵
突泉地下水位长期处在30米
以下(仅2010年有一周时间冲
上30米)，金线奇观出现的机
会变得少之又少，见诸报道
的仅有1995年、1996年等少数
年份。

来济南30多年了，我一直
以为金线只是个传说。不过，
每次去趵突泉，我都会捎带

脚去看看金线泉。那个
小池子，给我的印象向
来是泉水一汪，波平如
镜。

今年10月7日下午，
趵突泉地下水位升至
30 . 04米，达到1966年以
来的最高点。在这个特
殊时刻，我突然想到了
金线泉。赶紧拔腿去天
下第一泉景区。当日，不
仅趵突泉的三股水有了
勃勃生机，其他泉也都
变得精神百倍。卧牛泉
破天荒出现了溢池，泉
水地势稍低的池西、南
两侧漫流而出，几个调
皮的孩子穿着凉鞋在泉
水中踩来踩去。由卧牛
泉经皇华泉再往东，便
是南北并列的柳絮泉和
金线泉，几位游客站在
金线泉边指指点点：

“看，看，金线出来了！”
沿着那位游客的手指方
向，我也真真切切地看
到，金线泉池中南侧出
现一道弯弓般、不断波
动的弧形水线，因为阴
天，这道水线并不是传
说中的金线，而是一条
纤细的银线，像平滑玻
璃上出现的一道裂璺
儿。时不时会有气泡从
水底冒出，所形成的涟
漪一圈圈散开，会将这
道裂璺儿冲散。及待波
纹散去，那条裂璺儿又
重新出现在水面上。仔
细端详，这条水线应该

如刘鹗所说，是池中两股泉
水相对冲而形成的。这种情
形之所以罕见，可能是因为，
池中泉水出涌舒缓时，形不
成相挤态势。站在金线泉边，
还能听到泉水通过暗渠从南
侧泉渠排出时形成的哗哗水
声。

10月13日，趵突泉地下水
位冲高到30 . 13米，当日中午
笔者再去看金线泉时，发现
泉池中的弧形水线更为明
显，如果说10月7日的弧形水
线是尚未拉开的弯弓，那么，
10月13日的弯弓则拉成了半
满，水线的弓弦从池西壁向
北张开，弓弦顶端已经接近
了泉池中间。有游客告诉我：

“早上9点，阳光自东向西能照
到泉池内，那时的水线应该
是金色的。”听后，我心情倍
爽，改天早上一定再来看金
线。

以后，再有外地的朋友
来济南游玩，酒酣耳热的时
候，咱也可以向他海侃一下：
中国有三条著名的水线，一
是海线，蓝黄分明的黄海渤
海分界线；二是河线，清浊分
明的泾河渭河交界线；三是
泉线，就是金线泉里的这条
有千年历史的泉水对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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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在维修晋祠的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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