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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廊桥在台风暴雨中被冲毁——

浙江全力抢险修复
本报驻浙江记者 苏唯谦

9 月 15 日中秋节，受今年第 14 号台风“莫兰

蒂”影响，浙江省温州地区普降暴雨，局部特大暴

雨。其中，地处浙闽交界的温州泰顺境内河水暴

涨，河床水位之高百年一遇。当日中午 11时 58分

至 13时 30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魁镇薛宅

桥、筱村镇文重桥和文兴桥 3 座泰顺廊桥相继被

洪水冲毁，另有北涧桥、南溪桥构件受损严重。

“3座廊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

中文兴桥是世界遗产申报点之一。国宝毁损，让

人痛心，我们正紧急赶赴受灾现场。”9 月 16 日一

早，浙江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李新芳

在电话里急匆匆地对记者说。接受记者采访时，

李新芳正与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

等专家一起冒着大雨奔赴救灾现场。

据了解，为应对台风“莫兰蒂”来袭，浙江省副

省长郑继伟与省文化厅、省文物局、温州市文广新

局的负责人多次就文物安全工作作出部署和要

求。浙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向全省下发的《关于

做好台风“莫兰蒂”风险防范和灾后重建相关工作

的紧急通知》强调，中秋佳节，各级文化文物行政

部门及相关单位台风期间要确定值班人员、公布

值班电话，遇有险情第一时间报告，并做好应急处

置。浙江省文物局、温州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率

相关处室负责人和文保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指导防洪抢险和文物保护工作。国家防总工作组

和温州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赶赴泰顺县指导

和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泰顺县紧急动员部署，迅

速落实防御措施，先后启动防台抗台Ⅳ级至Ⅰ级

应急响应。

在重大灾情面前，浙江省文化部门广泛动

员、全力抢救，及时发布信息，加强与受灾乡镇和

文保员实时联系，广泛收集文物受灾受损情况，

做好灾情统计，第一时间报告文物受灾情况，并

通过“泰顺发布”等微信平台发布廊桥受灾信息，

尤其是向社会紧急发布《关于收集被毁廊桥木构

件的紧急通告》，动员各界争分夺秒抢险救灾，群

众闻讯积极参与廊桥木构件收集。

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告诉记者，

9月 15日下午 4点，三魁镇道路打通的第一时间，

他们便赶赴现场指导廊桥木构件收集整理工

作。次日天微亮，泰顺县文广新局干部兵分三

路，冒雨向百丈镇、三魁镇、筱村镇等地进发，与

当地干部群众和文保员协同作战，全力收集廊桥

木构件。文兴桥、文重桥木构件除少数散落外，

大部分已确认在珊溪水库库区；薛宅桥木构件大

部分在溪流下游三魁镇境内被找到，清点薛宅桥

大构件 140 件，包括牛头梁 3 根、三节苗 25 根。

“现在，大部分廊桥木构件已找到，正组织相关专

家对木构件进行清理和保护，以便日后廊桥抢

修。”李新芳表示。

廊桥是先辈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泰

顺境内共有古廊桥 33 座，其中，“国保”廊桥 15

座、“省保”廊桥 4 座。季海波说：“获悉薛宅桥等

3 座‘国保’廊桥瞬间被冲毁时，我心痛得泪水夺

眶而出。被淹道路刚清通，我们就赶往察看并组

织收集整理木构件……”温州廊桥文化学会执行

会长钟晓波等大批民间廊桥文化研究者也加入

抢救廊桥构件之列。据介绍，所幸泰顺多年来重

视文物和非遗档案建设，被毁的 3 座“国保”廊桥

的相关设计、图纸、照片等资料档案健全，为廊桥

抢修提供了重要依据。

紧急妥善应对台风“莫兰蒂”之后，面对接踵

而至的 16 号台风“马勒卡”可能带来的灾害，浙

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要求，文化文物部门要密

切关注后续台风动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做到

责任到位、指挥到位，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

失。已损毁的廊桥要多措并举抢修，一方面积极

争取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扩大宣传，采用众筹方

式筹集部分抢修资金。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加拿大万锦市

政府主办，《艺术市场》杂志社股份有限公司、加拿大新天地文化

中心承办的“视觉中国”洲际行第 22回——加拿大·中国水墨艺术

展，当地时间 9 月 16 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万锦市政厅揭幕。开幕

式上，万锦市市长薛家平向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艺术市

场》杂志社社长代柳梅颁发感谢函。

本次水墨艺术展被列入中加文化交流年重要内容，刘玉璞、

庄小雷、郭正英、陆天宁、李文亮、李呈修、李学伟、王有刚、汪为新

9 位优秀水墨艺术家受邀参展。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总领事薛冰

表示，借中加文化交流年之机，国家级文化交流品牌项目——“视

觉中国”洲际行展览首次在加拿大举办，为加拿大民众带来了独

特的水墨画体验，为中加文化交流年增添色彩，促进了中加两国

人文交流。“希望通过‘视觉中国’系列活动，筛选中国优秀当代艺

术作品走出国门，让更多加拿大民众以及外国友人了解并喜爱中

国艺术，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增进中加两国人民的了解和

友谊。”代柳梅说。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9月 22日。

中国水墨艺术展亮相加拿大
（上接第一版）记得写《保姆》的时候，我

自己就去当钟点工；写《媳妇的美好时

代》，我特别去某商场开货梯；写《我家

的春秋冬夏》时，我在很多养老院采

风。我常常有一种危机感，因为我们目

前创作的电视剧一般是 30多集，按一集

1.5 万字来算，要在长达 45 万字的作品

里编织一个动人的故事，打动观众也打

动自己，如果没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没

有对百姓生活的共鸣，没有热气腾腾的

生活质感味道，没有朴素真诚的同情

心，很难去感动观众。在现实题材作品

里，真诚表达普通百姓的酸甜苦辣，坦

然诉说人民大众的悲欢离合，是需要编

剧功底的，也需要一个编剧的毅力和勇

气，踏踏实实一字一句地磨出冒着热气

的生活的味道。

是的，热气腾腾的生活永远是我们

创作的源泉与动力。多年来，我以公益

方式参加上海电视台一档服务类节目

《相约星期六》，已经整整 12年，录一期 4

个小时。我就在这 4个小时里采访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跟来相亲的年轻人面

对面。这 10多年来，我眼看着年轻的孩

子们价值观和婚恋观的改变，拥有了第

一手的素材。更多的时间，我会去社区

和街道。我担任了街道的艺术团名誉

团长，听左邻右舍的居民讲故事。2013

年，我参加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结识

了一批妇联干部，我从上海的浦东到崇

明岛、从嘉定到松江，定期与女同胞谈

家庭、婚姻与孩子，了解家长里短最基

本的状态。我还在上海第十医院、律师

协会、教委等机构，与医生、律师、老师

交朋友，写出来的剧本如遇上专业领域

的问题，第一时间就请教他们。我希望

自己可以做到，所有的故事都源于生

活，所有的细节都出自百姓。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一个创

作者最基本的功课，它不是夸夸其谈

的口号，也不是做表面功夫的敷衍，它

应该是一个有良知艺术家的责任。

今年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剧作家

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临川四梦”——《紫钗

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是汤显

祖留给中外戏剧史的不朽之作。汤显祖与莎

士比亚同年去世。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5年访

英时提议两国人民共同纪念这两位戏剧大

师。当前，文化部和全国多地乃至海外纷纷

举办纪念活动，江苏也将于 9 月下旬在伦敦

和南京演绎两位巨匠的代表作《牡丹亭》、

《威尼斯商人》，穿越 400年上演“汤莎会”。

江苏南京是汤显祖的“第二故乡”。1575

年（明万历三年），26 岁的汤显祖来到南京国

子监游学备考，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几位举人

之一。由于他拒绝权臣拉拢，四次春试不第，

直至 1583年才以“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

士，35岁时被派至留都南京，先后担任南京太

常寺博士（正七品）、南京詹事府主簿、礼部祭

祀司主事（正六品）等闲职。徐朔方先生在

《汤显祖评传》中写道：“没有什么地方比南京

更使汤显祖喜爱了。”好友来信说愿意通融提

拔他去北京吏部做官，但汤显祖回答不能离

开南京。这里有他的爱恨情仇、亲朋好友和

难忘的山水美景。他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青壮

年时期留在了南京。他踏遍金陵名胜，留下

大量诗文。诸如“金陵花开散江空，可怜六代

多离宫”等诗句，饱含他对南京的眷恋之情。

1591年，他在南京上书《论辅臣科臣疏》，猛烈

抨击朝政和权臣，声震朝野，这是他政治生涯

的顶点，但也因此被贬至广东徐闻县任具典

史。汤显祖在南京前后任职 7年，除家乡江西

临川外，南京是他 67 岁生命历程中连续居住

最长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苏南京是

汤显祖的“第二故乡”。

江苏为汤显祖“临川四梦”提供了丰富滋

养。创立于江苏的泰州学派对汤显祖有着巨

大影响。他同该学派三传弟子罗汝芳有着终

身师生情谊。他的“言情说”的戏曲观点主要

源于罗汝芳的心学，与该学派“率性所行、纯

任自然”的思想一脉相承，成为当时呼唤人性

解放与自由之进步潮流在戏剧领域的杰出代

表。他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人格的形成也深

受罗氏影响。当时的留都南京乃至整个江苏

地区，山明水秀、人文荟萃，文学特别是戏曲

非常繁荣。汤显祖仕途坎坷，担任闲职，有充

裕时间广交戏曲界朋友，他整理了二三百本

元杂剧，练就了戏剧创作的过硬本领。1587

年前后在南京完成“第一梦”《紫钗记》，标志

着汤显祖的戏剧才华开始成熟。剧作中，关

于南京的风土人情、人名地名、历史故事随处

可见。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的雏形也是在南

京由一梦演变而成。可见，南京乃至江苏已

深深刻在他的心上，化于笔尖，写在剧中。

汤显祖对于早已流传四海的昆曲的了

解，以及他在南京时与江苏昆曲界的联系毋

庸置疑。诚然，他的“临川四梦”开始是为家

乡的“宜黄腔”而作。但当时的“宜黄腔”作

为地方戏后来失传，明末清初，剧作家们将

“临川四梦”改编成全国性的剧种昆曲。昆

曲以其清丽的音乐、悠扬的行腔、细腻的表

演，为汤显祖的杰作特别是《牡丹亭》提供了

绝佳舞台。汤显祖的杰作借助昆曲走向全

国和世界，同样，昆曲一定程度上也借助汤

显祖的杰作得以传承和发展。“《牡丹亭》是

中国戏曲永远的范本，是中国昆曲的救星。”

出生于江苏太仓的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汪

世瑜说，解放前，昆曲院团曾几近绝迹，一出

《牡丹亭》让几个传字辈演员尚能讨得一碗

饭吃，因为有《牡丹亭》，昆曲才保存了下来，

才能有以后的《十五贯》和浙江昆剧团。

2001 年，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

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

汤显祖及其《牡丹亭》成为体现昆曲重要文

化内涵的代表。最终，昆曲入选世界首批非

遗，此后昆曲加速向世界传播。2002 年，文

化部制定和启动《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十年

规 划》。 2003 年 ，苏 州 成 立 中 国 昆 曲 博 物

馆。每三年一届的中国昆剧艺术节固定在

苏州举办。苏州昆剧院排演的《牡丹亭》（青

春版）自 2004 年在台北首演至今，海内外已

演出 290 多场，通过各种媒介观看欣赏的人

数超过 1 亿人次。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牡

丹亭》（精华版）、《南柯记》等也产生了广泛

影响。随着昆曲在国际上的传播，汤显祖越

来越得到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喜爱，江苏也因

此越来越被世界所了解。

汤显祖属于江西临川，也属于江苏南

京、广东徐闻、浙江遂昌。他既属于中国，也

属于世界。江苏纪念、研究、传播汤显祖，有

必要、有潜力、有资源、有优势。

（作者系江苏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教授）

汤显祖与江苏
徐耀新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