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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乐山城临河处为城堤一体，这种建
筑形制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与明代正德年间
的嘉定州知州胡准密切相关。正德六年
（1511年），四川正当蓝廷瑞、鄢本恕民变，嘉
定州知州胡准为防叛贼侵扰和三江水患，决
心修城。这一次工程规划展现了前所未有的
雄心：同时修建南面城墙与东面城墙，并且将
城墙修建为城堤结合的形式，城即堤。修城
筑墙本就是件难事，还要将河堤防蚀防洪的
功能加诸其上，更是难上加难。

胡准分三步争取上上下下所有利益相关
者的支持：首先，向本地有名望的耆老以及嘉
定籍的能吏童瑞、徐文华、安磐等表决心、议
办法，得到本地精英的拥护；随后，向上汇报，
得到四川总制、巡抚、巡按等大小官员的支
持；其后，对手下人立规矩，要求按期完工，惩
罚舒缓懈怠、私吞公款的人。准备工作当然
也少不了钱财，除了府库存储之外，还有三分
之一的工程款都靠胡准运筹擘画。

一切准备就绪，明正德八年（1513年）仲
冬望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工程沿乐山城东岸
和南岸展开。因为是城堤合体，所以工程设
计与以前单纯修筑堰堤完全不同。据安磐
《江城记》记载：

“掘地深八尺，万杵齐下，砌石厚凡八尺，
以附于上；编柏为栅，以附于石。栅之外，仍
卫以土石。自栅而上，东城高凡十有四尺，南
城高凡十有六尺，厚则以渐而杀。上置女墙，
高凡五尺，延袤凡六千余尺。”

胡准对工程的要求极尽严苛。凡是石头
必须方整，必须用灰粘合石缝，如果有一块石
头不如意，哪怕其上已经累了几十块石头，也
必须拆掉重来。遵从命令的人就使劲奖赏，
违背命令的人就严厉惩罚。所有筑城工人都
怀着对胡准的感佩之心而精益求精。

然而，好事多磨，险情不期而至。当工程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发大水，《江城记》中用
了“叫跳冲击”四字来形容猖狂的水势。乐山
城的官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未完工的城墙在

大水里漫浸了三天，“相视失色”。幸而天佑
嘉城，等到水退后，人们惊喜地发现，新筑的
城墙墙体竟然纤毫无损！全城百姓欢呼雀
跃，成群相约筑城，有的甚至干到晚上。

在官民的巨大热情的支持下，东南城墙
历经八个月即告建成！新城墙基本将乐山城
东面和南面围拢，既起到军事防御作用，又起
到了河堤的防洪作用。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参观，都感叹道：“壮哉斯城，未见也!”乐山城
的父老欣慰地说：“城如是焉，世世夫何忧。”

时间倏然，二百余年弹指而过。乾隆五
十一年（1786年）五月初六正午，四川省城成
都的很多居民正在吃午饭，突然地动屋摇，天
旋地转。在剧烈的颠簸后，突然听得“嘭——
嘭——嘭”三声巨响，全城人心惊胆战，束手
等待更大灾难的降临。然而静待多时，却无
事发生，大家都懵了。这团疑云沉甸甸地压
在人们头顶，几天时间过去，才从南边传来消
息，此番地震中心在康定，那三声巨响是大地
震引发雅安清溪县山崩而发出的。成都人终
于松了一口气，还好还好，离成都那么远，而
且又是偏僻山区，没事没事。

然而，人们不知道，这场山崩将是乐山城
的一场大劫难。因为清溪山崩，大渡河被堵
塞整整九天，形成巨大的堰塞湖。第十天，崩
塌的岩石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堰塞湖决口了，
狂怒的大渡河水一泻而下，从西南面蜂拥而
至乐山，洪峰比正常水位高出整整十多米，就
像大山在河谷中暴走！洪水甚至倒逼岷江逆
行十里。如此洪灾，任他铜墙金城也抵抗不
住，何况乐山城正当大渡河河口！结果，丽正
门及附近城墙崩坏，城楼上镇水的铁犀也被
卷入怒涛。

灾难不止于此。也许是经年累月的修整
使得乐山人对城堤过于自信，五月十七日一
大早，竟有不少乐山人登上东门城墙观赏洪
水，城墙瞬间崩坏，落江者不计其数。据史志
记载，此次洪水“漂没居民以万计”，后世乐山
人提及无不心有余悸，称之为“水打嘉定府”。

灾后，地方政府随即将城池毁坏处修筑
完固，“自是城滨于水”，从这个时候开始，南
城墙直接落入大渡河中。由于城墙采用的是
本地红砂石，因此在大渡河边就形成了千米
绿浪撼红墙的壮观景象。

从此，乐山城墙又在修修补补中坚持了
二十余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又一场大渡
河洪水将丽正门至萧公嘴段数十丈城墙冲
塌。这一次，由嘉定府知府宋鸣琦、乐山县知
县龚传黼补建城墙，是乐山城市史上又一次
防洪技术大革新，极大地提升了乐山城的防
洪能力。这次工程共修补城墙三十三丈长，
先掘去泥沙数尺，再将方整的大石布入、合
灰，最先进的是，人们融铁为碇，贯入石中，大
大增强了城墙的坚固度。

工程还参照了另一传统的拦挡法以减水
势。南面城堤旁原来有二矶，“矶”就是突出
的岩石，龚传黼比照它们的样子添作十三矶，
这些人工矶高与宽从三米多到二米多不等。
大渡河水袭击南城垣时，碰上十三个堵水矶，
锋面被矶挡回，趋向江心而去，这就大大遏制
了大渡河水对城墙根部的侵蚀。自此以后，
乐山城南垣终于再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冲塌事
故！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工程修复的丽正门
为四出门洞，四门内券呈弧形，石料每块皆有
不同角度的收杀，最后吻合交汇于穹心的一
小方石中，建筑上称为“交叉十字拱门”，俗称

“一脚踏四门”，据说是中国古建筑上的一大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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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冲古码头2000余平方米，有幺店
子2个，供脚夫、行客打尖歇脚。另有客栈
一个，供长途旅客、挑夫临时住宿。现已废
弃。

石桥冲古码头起源已久，因其独特的
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船只进进出
出，或运输货物，或载人远走他乡。如今石
桥冲码头已经消失在岁月的云烟里，过去
的一片繁盛随着水流入了时光的长河。

石桥冲古码头是嘉阳驿道起端，更是
嘉阳驿道中的一个支点。当年，盐商们为
了运盐到雅安，不仅要走陆路，同样也要
走水路，那时青衣江上没有桥，大多都靠

纤夫撑船出行做生意，长期以来运货的船
只都在此地停靠。因这一段青衣江江流
平缓，利于泊船，更因为是过河去峨眉，上
溯到夹江、洪雅、雅安的交汇点，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码头。

由于当时水路发达，这里就成了商人、
脚夫、货物的集散地，商圈应运而生，附近
的村民也在此做生意，贩卖各种物品，以此
补贴家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里早已不复当年的
繁荣景象，如今的码头人迹罕至，杂草丛生，
唯岸边当年系船的铁柱和铁链，似乎在告知
无意经过这里的人们当年的热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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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的某一天，我们寻着刚刚清理出来的
一段码头旁的驿道走去，生出无限感叹。昔日的繁忙
没有了，青衣江依然不息地向南而去，一旁是峭壁，藤
蔓杂树掩埋了往日的喧嚣，一边是陡坎，奔腾的江水不
停地述说当年的故事。

347年前的1672年，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偕郑日
奎典四川试走过此段，并在《蜀道驿程记》中留下了对
此地的描述。文中说“（十月）初一日稍霁，过九盘山，
山临青衣江石壁，如横磨大剑，江涛奔突而下，令人骨
栗，遥望大峨，秀出天半，云岚万状，积雪晶然；中峨如
伛偻；少峨如拱揖；北来诸山，蜿蜒起伏，争趋峨下。放
翁望峨眉诗云：‘白云如玉城，翠岭出其上。异境随我
前，心目久荡漾。’身未到此，不知语意之工。下山食连
珠铺（棉竹铺之前的称呼，后人转音而变棉竹铺——编
者注）嘉定州境，连岗复岭，直达州郭。”

而这一段，正是古称“敖口碥道”的地方，石桥冲村
境内驿道总长2750米，此段1130米，我们走过，擦岩而
行，又有“擦耳岩”之称。

王士祯来乐两日，离开后留下不少诗句。其中《夹
江道中》就有句描绘此处所见。

其一：
沉黎东上古犍为，红树苍藤竹桠枝。
骑马青衣江上路，一天风雨望峨眉。
其二：
嘉阳驿路俯江流，寒雨潇潇送暮秋。
谁识蛮中风景别，洋州风竹戴嵩牛。
我们无法感受古人过此所见的心情，但能从文字中

领略当时风光的绝佳。回望历史，有多少在失落，又有
多少被我们记起。如今，相关部门已意识到石桥冲古码
头和嘉阳驿道的重要性，将其纳入乡村旅游体验项目，
并列入了未来建设计划，我们将有机会重拾驿道旧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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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的义渡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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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堤成一体 绿浪撼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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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段菁菁）打开“杭州历史
建筑”微信公众号，扫一扫“斗富二桥33号建筑”二
维码，这座始建于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的三维模型
就跃然屏幕。动一动手指，模型能放大，还能360
度转起来。

记者8日从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中心获
悉，该中心近日首次利用三维激光扫描、倾斜摄影、
全景影像采集等技术，对斗富二桥33号建筑等3
座杭州历史建筑进行了三维测绘建档，开启数字化
保护的新篇章。

2019年，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中心联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省古建筑
设计研究院、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等单
位，编制了《历史建筑测绘质量成果规范》，并于
2020年1月出台。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楼舒表示，标准的制定，为历史建筑数
字化测绘建档奠定了基础，使数字化测绘有的放
矢、有章可循。

与传统测绘方式相比，数字化测绘建档具有效
率高、精度高、完整度高的技术优势。以斗富二桥
33号建筑为例，该建筑为两层砖木结构传统民居，
现场数据采集时间约为6个小时，效率数倍于传统
测绘方式。

同时，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可准确采集历史建筑
的三维数据，如墙体的倾斜角度、柱子的歪闪情况、
梁架的挠曲程度等，数据精度可达毫米级别，相比
其他测绘手段更容易发现历史建筑存在的结构变
形隐患，为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与日常维护提供高
精数据。

此外，由于部分历史建筑屋面为不上人屋面或
坡屋面，因此地面激光扫描难以采集此部分信息，
可通过无人机航拍或倾斜建模的方式完善，与三维
点云数据配合，形成室内外、包括屋面的全方位的
信息记录。“通过全景影像采集，可以360度记录建
筑的色彩、纹理信息，与三维点云数据互为补充。”
楼舒说。

据了解，杭州正逐步建立历史建筑的信息化管
理系统，用于历史建筑定位、编号、名称、地址等基
础信息的查询、统计等。该系统也将为今后历史建
筑活化利用提供技术保障，为弘扬传承历史文脉开
辟一条新路。

百年历史建筑
有了三维档案
杭州推进历史建筑数字化保护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孙晓辉）记者7日从山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经过一个多月的系统调
查、勘探，考古队伍在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沿线共
登记13处文物点，新发现章丘张家庄村遗址、青州
市苏峪寺遗址、淄川吕家河遗址、昌乐县大吉阿村
遗址等11处文物点。

据介绍，13处文物点分布在章丘、淄川、青
州和昌乐4个县市区，包括5处战国-汉代遗址，
1处汉-魏晋遗址，1处明清遗址，4处明清墓
地，1处近代抗战遗址以及1处紧邻工程线路的汉
魏封土墓。

据悉，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全长
162.5公里，从西向东依次经过济南市章丘区、淄博
市淄川区和潍坊市青州市、临朐县、昌乐县。

山东济潍高速沿线
新发现11处文物点

新华社耶路撒冷电（记者 陈文仙 尚昊）记者6
日从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获悉，该中心日
前推出了“灵秀湖北，楚楚动人”线上湖北文化旅游
图片展。

文化中心主任陶晨说，本次展出的45幅图片
均是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介的经典作品，通过

“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幸福生活”三个主题，全景
展示“千湖之省”湖北的自然景观、历史名胜和时代
步伐。

据了解，此次展览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获得了
以色列民众的积极反响。他们通过黄鹤楼、神农
架、武当山、编钟、皮影戏等浓缩湖北文化精华的文
化符号，更好地了解湖北。

文化中心还专门将每个专题、每张图片的介绍
文字都翻译成希伯来语，观众点击图片，就能看到
详细的希伯来语介绍。

陶晨说，今年文化中心本来计划与湖北省开展
合作，但受疫情影响，许多项目未能如期推进。为
此，文化中心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积极对接，整
合资源，通过网络平台努力展现多彩的地域特色，
让以色列民众在网上感受湖北魅力。

以色列中国文化中心
推出线上湖北文化旅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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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阳古道石桥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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