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年1月起禁潜区域扩大一倍 古城水域重修“ 篱笆”

千岛湖水下古城保护：一禁了之还是适度开放？

A04-05 焦点

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境内的
千岛湖早已经闻名中外，而湖
底有两座千年古城却鲜为外界
提及。1959年，因兴建新安江
水电站，始于汉唐年间的“ 狮
城”、“ 贺城”被淹没在这片碧
波之下，半个世纪来，两座城渐
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今年4月底5月初，央视直
播千岛湖水下古城探秘，深埋
水底的奥秘大白天下。随后，潜
水者慕名而来，这群特立独行
的游客“ 藐视”湖光山色，一头
扎入水底，一心探秘古城踪迹，
而水下古城“ 不堪其扰”。

日前，淳安县相关部门宣
布古城“ 闭门谢客”，并采取措
施禁止潜水。不少沪上潜水者
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记者了
解到，出于文物保护和人身安
全的考虑，明年千岛湖禁潜区
域还将扩大一倍。

本报记者 严柳晴

古城重见天日
10月底的一个周末，千岛湖西

南片郊野的一处农家乐里，老板娘
胡荣梅又接到了一位陌生游客来
电。该游客告知胡荣梅，他们一行共
有11人，其中有几名外籍人士，都是
潜水爱好者。他们将在11月择日来
千岛湖进行潜水旅游。对方还询问，
不知附近是否能够租船，以便让他
们潜下水中看古城？

今年下半年，胡荣梅已经数次
接到有这样需求的电话。她几次找
到船老大打听价格，而船老大的报
价一天一变，且越来越高，让胡荣梅
也很诧异。“ 一条大船800多元，小
船至少300元”。

胡荣梅家在淳安县姜家镇，比
邻千岛湖。此镇位于赣浙皖三省边
界，距离千岛湖中心区域———淳安
县千岛湖镇约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
姜家镇原是工业重镇，根本无景可
看。她的农家乐开业至今5年多，接
待的游客零零散散。但自从今年5月
后，她的生意就越来越好，来者至
此，都冲着河岸对面的龙川湾景区。

原来这股热闹潜水劲头由央视
水下探秘直播而起———今年5月，就
在她的农家小院附近，中央电视台
摄制组租了船只，开展了一次“ 古
城探访直播”。无边无际的幽暗中，
水下千年古城保存完好，老城在灯
光下隐约浮现：雕梁画栋，檐牙高
啄，实木精致而厚沉⋯⋯

1959年，新安江水库截流蓄水，
狮城、贺城两座千年古城，连同周遭27

个乡镇、1377个村庄、30万亩良田和数
千间民房都悄然沉入千岛湖湖底。

全国范围内的直播使千岛湖水
下古城渐渐为众人所知，全国各地
潜水爱好者闻风而动。来到胡荣梅
家的客人，除了去龙川湾景区之外，
还有很多“ 潜水客”想去探访湖底
的千年古城。

古城拒绝亲近
水下古城有贺城和狮城。贺城

始建于公元208年。古钱币状精工细
琢的“ 商”字形门廊下，成片的徽式
大宅缘溪而建。另一座狮城得名于
遂安县城北部的五狮山，该城从唐
代开始作为遂安县治，古有“ 浙西
小天府”之称。这两座古城，都曾是
新安江畔徽商商路枢纽。

胡荣梅的丈夫家曾住在狮城，
她曾听丈夫讲起1959年的故事：几
乎一刹那间，水涌向屋里。让家族人
痛心的是，这曾经是一个生活富裕
的人家，离开时，全部积蓄和满满一
缸银元全被掩埋在水下。

如今，正当胡荣梅一家迎来了
突如其来的“ 潜水游客”时，全国各
地的潜水培训学校也陆续开设“ 潜
水旅游”“ 潜水培训”项目。

上海一家潜水学校的教练员尼
芬透露，近两个月来，他陆续接到了
一群潜水菜鸟的电话。这群人与以
往的客户不同，他们没有潜水经验，
甚至此前“ 滴水不沾”。在培训班开
出的一张课表中，这些“ 菜鸟选手”

一眼看到了千岛湖水下古城的探险
项目，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

有心急的游客提出，希望能尽
快接受训练。让这些游客参加密集训
练的动力，就是这沉睡了半个世纪的
古城。在培训学校的广告中，一团昏
黄橙色灯光滚过一片徽派牌坊，木刻
雕塑沉睡水中，字样花纹精雕细琢。

今年9月的一天，尼芬带着一群
学员从淳安县城的阳光码头出发，
乘坐快艇，向西南片进发，40分钟
后，他们到达了千岛湖茅头尖水域。
当日天气大好，千岛湖水面平滑如
镜。他们整装并作预备训练，准备遁
入水下世界。

不过，让尼芬意外的是，当他们
的快艇到达目的地时，看到水域上
设立标志牌，写着“ 水下古城谢绝
闲杂人等”。

正当他们筹谋“ 越界”时，附近
茂密的林地中出来几名男子，自称
是千岛湖管理员。男子声如洪钟，勒
令他们就地折回，不得在此下潜。几
经交涉，尼芬理屈词穷，一行人只能
败兴而归。

古城保护升级
其实，水下古城“ 禁潜”行动早

已箭在弦上。相关人士透露，此次禁
令，并非淳安县某部门一家之言，而
是淳安县县委的统一意见。今年年
初，当地各部门统一意见后，淳安县
委当即委托渔政部门对水域进行控
制管理。

于是这片近1平方公里的区域
内，有了一条明确“ 红线”：禁止捕
鱼、潜水，并严禁船舶通过。如果有
人试图在此潜水，一处受政府委托
的大型林场———千岛湖林场的工作
人员会对其进行制止。

古城潜水旅游为何被禁？记者
为此致电千岛湖旅游局，得到答复
称：千岛湖水域本身不适合潜水，水
底密集的暗礁、珊瑚，会给潜水者造
成安全隐患；其二，古城大约在水下
15米处甚至更深，即使接受普通训
练的潜水员，也不能承受同等深度
的压强。其三，古城长期浸泡在水
中，城墙的木头已呈酥状，看似结实
的门柱一触即倒，如果砸到人，后果
不堪设想。

除了人身安全之外，当地文物
部门对禁止潜水还有另一种考量：
水下古城已被列为浙江省不可移动
文物。如有人进入此地潜水，碰触摩
擦不可避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将
此地圈禁保护，不仅仅是阻止潜水
者，还阻止当地渔民在此捕鱼，以及
将渔网等杂物丢弃在湖中。当地文
物部门在水下考古时，发现砖墙上
被缠上硕大的渔网。

淳安县文广新闻局副局长方明
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明年起，
该县文管部门将要联合渔政部门，
给古城水域重修“ 篱笆”———茅头
尖水域的水面将重新围起一圈障
碍物，禁潜水域的面积将有所扩
大。从明年1月起，千岛湖禁潜区域
长宽都将拓出400米左右，面积将从
原来的1平方公里左右增加到至少
2平方公里。

探访

千岛湖水下古城的发现始于2001

年，北京的一位潜水员潜入湖中，意外
发现水下雕梁画栋建筑，叹为观止，他
拍摄的照片随即在当地流传，政府部
门随之而动。之后，当地旅游部门、文
物管理部门多次派人潜入千岛湖中。

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案，在千岛湖水
下古城早已一一尝试，又一一推翻了。

“ 开发旅游水下旅游，是个新亮
点。” 时任千岛湖旅游局副局长在接
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此后，当地政府
又提出过5种设想。最先有人提出购置
水下观光潜水艇，潜艇早在2002年就
已购置完毕，但万事俱备，东风迟迟不
来。就在潜水艇即将完工之时，杭州市
港航管理局称，国内没有潜水艇出现
在内河的先例，国家对民用潜水艇的
管理也没有相关细则，因此当时未批
准其下水。

当地政府部门还做过一些大胆的
设想，将水下文物划定区域，将这个区
域内的水全部抽空。但该意见瞬即遭
到了文保专家的反对：木材长期浸泡
在水中，一旦亲近氧气，木材就会速
朽。另外还有一些大胆设想，包括和中

科院合作造“ 阿基米德浮桥”。在这些
林林总总的创意之中，潜水旅游是当
时看似最简单、最可操作的旅游模式。

早在2001年，潜水等旅游开发项
目一度被当地政府采纳。最初，淳安县
与北京龙缘海洋潜水俱乐部签订协议
书，开发潜水项目。不过，项目开设后
不久，就在不知不觉中戛然而止。

记者致电千岛湖旅游局，对方工
作人员称，在早年千岛湖开发时确有过
官方与民间的商业合作，然而却意外发
生潜水安全事故，导致有人受伤。此后，
该潜水项目暂停。

直至今日，相关部门也不再开设有
官方背景的潜水旅游项目，对前来潜水
观光的游客不再持支持态度。至于千岛
湖古城何日开始禁止潜水，记者多方询
问，但无从考证。不过，自从2006年起，
旅游局对当地媒体的口径变得小心谨
慎。“ 千岛湖不宜潜水” 之类的劝告屡
屡见诸报端。

于是，如果你想在今天看古城，只
能到千岛湖西南面姜家镇的“ 狮城博
物馆”，看当地政府制成的古城模型
了。

事实上，千岛湖的水下古城早在2001 年已被发现，从那时开始，当
地政府开始盘算，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让千岛湖在灵山秀水之外，增
加一份厚重浓郁的历史人文气息。千年古城保存如此完好，也让众多
潜水爱好者兴奋不已，又多了一个潜水探险的好去处。但是，如今的这
道“ 禁令”让水下古城在重见天日后，又盖上了结实的面罩。

古城遭遇“ 难开发”
潜水爱好者有需求

当地10年前开始尝试多种方案开发古城

千岛湖水下古城保存完好。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