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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甘凌峰

薛宅桥、文兴桥、文重桥⋯⋯一顿饭时间，洪水冲毁 3 座
百年廊桥，也冲断了泰顺人百年记忆。（详见快报连续报道）

重建廊桥容易，难的是，如何重续历史。
为了寻回历史，四面八方的力量在汇聚：
当地有个 75 岁的老人，独自蹚着洪水寻回 30 多根桥木；

有海外华侨、台湾同胞，从千里之外汇来爱心款；更有村民送
上珍藏的百年老瓦片⋯⋯

昨天，国家文物局、省水利厅专家赴现场勘察，在资金、
技术上全力支持廊桥修复工作。

国家文物局专家抵达泰顺论证修复细节
9月20日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带领专家抵达泰

顺。在当晚的国宝廊桥抢修会上，国家文物局提出4点要求：
一是廊桥抢修要精心勘测、设计、施工，时间服从质量，

不要硬赶工期；
二是文物保护和非遗技艺传承相结合，修旧如旧；
三是创新文物保护温州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

护的众筹做法；
四是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在审批程序、立项、资金及技

术上予以大力支持。
此前，国家文物局已经动用国家文物紧急抢修经费，并

将金额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
昨天上午，国家文物局专家又去现场，勘察被冲毁的廊

桥，对修复细节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廊桥被冲毁 天灾背后或许有人祸
3座国宝级廊桥被冲毁，需要人们反思，天灾背后或许有

人祸。
在此前采访中，有专家提出，廊桥被冲毁有长期原因：防

洪堤、小水电的建设，城镇发展改变河道，影响了排洪能力。
而且，3 座廊桥都是在一侧桥墩被冲毁后，发生倾斜式倒塌，
为什么？

昨天，省水利厅专家组对每座廊桥所在河床进行了勘

察，分析论证廊桥被冲毁的可能原因。
专家组将建立水文档案，为廊桥修复及将来的维护提供

技术保证。

文物保护“温州模式”：短短几天捐款300多万
短短几天，温州突然出现了多个网络众筹平台，目的都

是一个：修复廊桥。
9 月 15 日，杭州市泰顺商会常务副秘书长毛延华在网上

发出倡议书，在杭州的温州籍企业家纷纷响应，多则捐 30 万
元，少则10万元；

9 月 16 日，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会长谢炳超设立微信
群，带头捐出10万元；

9 月 17 日，温州市泰顺商会常务副会长夏美帖的微信
群，150多人“接龙”认捐；

9 月 18 日，温州廊桥文化学会等单位设立的网络平台，
收到爱心款近100万元。

此外，还有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爱心在涌动。在美
国居住的泰顺人认捐几千到数万元不等，台湾几名教授也献
出爱心，北京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阙维民教授不仅
捐款，还提供抢修方案⋯⋯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昨天，民间为修复廊桥捐款已达300
多万元。这些钱将分别汇到温州市红十字会、温州市慈善总
会等公益基金专户。

泰顺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廊桥老照片、老瓦片
9月16日，暴雨还在持续。在泰顺县三魁镇薛宅村，75岁老

人薛世云早早出门，在齐腰深的洪水里寻找。两天时间，他冒险
找回30多根薛宅桥桥木。160年前，薛宅桥上一次被洪水冲毁
时，他的先辈曾花三天三夜把冲到福建的桥木扛回。

这件事令泰顺非遗中心主任季海波很感动。“没有村民
们的自发帮助，3 座国宝廊桥无法修复。只有找回足够原构
件，修复了才能算文物，不然就是一座没有历史的新桥。”

截至目前，薛宅桥已收集到 200 多件大型桥木，文兴桥、
文重桥有400多件，打捞工作接近收尾。

但除了桥木，3座廊桥的瓦片已在洪水中碎裂无法使用。

昨天，泰顺文物局局长周咸俊表示，接下来有3样东西需
要面向社会征集：一是老瓦片；二是老木头；三是 3 座廊桥被
冲毁前的绝版老照片、影像资料。

昨天，听说需要老瓦片，泰顺县三魁镇一村民捐出自己
收藏的百年老瓦片，这些瓦片是他从自家老房上拆下来的。
筱村镇一村民也捐出1万多片老瓦片。

另外，打捞上来的桥木如果不够，将用老木头代替。由
于目前还不知道缺损数量，老木头征集工作尚未开始。

昨天，据周咸俊介绍，他们已通过温州市摄影家协会发
出倡议，向社会征集3座廊桥被冲毁前的图片、影像资料。“有
了尽可能多的照片、影像资料，我们才能对照确定每一块木
头在哪。”

老照片、影像的征集
时间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捐赠作品内容为薛宅桥、文重桥、文兴桥；黑白、彩色不

限；组照、单幅均可；文件格式不限，不小于3M，所有作品须注
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拍摄时间。

征集邮箱：82182323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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