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在白鹤梁留名最多？
数字化复原宋代“社牛”携友打卡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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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出现了13次之多
“不可否认，白鹤梁的那些碑文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

都是比较晦涩、难懂的，我们这次推出的‘1200年那些事
——打卡白鹤梁 话题知多少’展览就是为了通过一些好
玩的问题，来带领大家去看看那些藏在白鹤梁题刻背后有
趣的故事。”7月29日上午，记者一走进位于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3楼的临展厅，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陈列展览部馆员黎然就这样介绍。

本次展览一共展出了白鹤梁题记拓片39件，它们都
不是原拓展示，而是采用了“数字化”“科技化”手段得来。

“我们对这些题刻内容作了一些梳理、盘点。”黎然说，
很多趣事很自然地就浮现了出来。比如，目前已知白鹤梁
上的题刻约有12000字，“其中有一个‘稔’字出现了13次
之多。”黎然解释，它本指庄稼成熟，而当和白鹤梁“碰撞”
后其实就是古人观察出的“石鱼出水兆丰年”核心规律。

古人最长18年都没见到石鱼出水
既然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可能很多人对白

鹤梁题刻第一印象都是水文记录。但事实上，据统计，白
鹤梁题刻中和水文记录有关的碑文只有50.5%。剩下近
一半的内容都和古人关于丰收的期盼、打卡旅游的抒怀，
以及看似随笔的游记息息相关。

在展厅中，记者发现整个展览分为“石鱼出水的日子”
“与天同契的书案”“窃窃私语的期盼”三个单元。其好玩
之处也在于，主办方在每个单元都设置了若干格外接地
气、普通观众最关心的问题，并用题刻内容作答。

当下白鹤梁是永久沉入了水下，但在古代其标志性的
“石鱼”到底多久出水一次？

这在题刻中有两篇题记内容进行了回答。其中，南宋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的《赵彦球等题记》提到：“石鱼不
出，十有八年矣（指有18年没见到石鱼出水了）。”而在南
宋嘉泰壬戌年（公元 1202 年）的《赵时儗题记》中则有记
述：“石鱼两载皆见之（指两年可见）。”

有意思的是，古人也并非石鱼出水时才题记。黎然
说，“像南宋嘉定戊辰年（公元1208年）的《贾涣题记》中就
明确提到‘遗迹虽为目睹’，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很可能就
是没看到石鱼，但我就是想题记了。”

全部题记中的“社牛”当属这位
“作为热门旅游城市，我们重庆是很多人心目中最想

来的打卡地。其实，在古代白鹤梁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热
门打卡地。”在展厅里，黎然指着一个表格说，根据内容他
们也梳理出了截至目前可考的白鹤梁石鱼题刻留名者的
名字、籍贯和大致朝代。

白鹤梁题刻文字共有186段。根据有关志书资料及
实迹辨认，有宋代题刻102段，元代5段，明代19段，清代
24段，民国13段，新中国3段，年代不详者20段。

其中，最北方有一位来自辽宁，而最西边有3位都来
自甘肃。

更好玩的是，本次展览还专门评出了白鹤梁题刻中的
“社牛”（指社交牛人）。

这又从何说起？黎然介绍，他们统计了出现在白鹤
梁题刻中的所有人名。其中有14个名字都不止出现了
一次，被提到最多的名字均出现了4次，共有两个：张仲
通和孙伯达。“我们认为孙伯达更‘社牛’。”黎然笑着解
释，大家看拓片图就会发现，在《毋丘兼孺题刻》《陈似题
记》《文悦题记》《刘公亨等题记》中都有他的名字，这相
当于他是跟着四拨朋友去过白鹤梁之后，都被朋友连带
着记录了下来，而自己其实一篇题记都没写。“这放在今
天肯定算‘社牛’。”

“打卡”一说古人有多种表述
“我们现在喜欢说‘打卡’‘到此一游’，其实古人也是，

只不过表述就比较多样了。”黎然说，他们梳理后发现，题
刻中光是就到了白鹤梁看石鱼这一件事，古人就用了多种
不同的说法。“像‘同观石鱼’‘游观石鱼’‘观唐广德鱼刻’

‘以识其来’……”
在黎然看来，这延续了巴渝文脉一贯的作风：对民风

民俗的承接。有人说：“感觉我们现代人是在玩古人玩过
的东西，并继续愉快地玩耍。”

本次“1200年那些事——打卡白鹤梁 话题知多少”
展览将持续到10月7日。有兴趣的游客可以通过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免费参观。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张锦旗 实习
生 程大铃

7月29日，重庆市第6号市级总河长令开展消除城乡
黑臭水体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重
庆将在2027年全面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形成长效机制，努
力还原老百姓脑海深处“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乡愁记忆。

消除城乡黑臭水体，是重庆高水平打造美丽中国建设
先行区的“必答题”。“重庆颁布了第6号市级总河长令，将
在全市开展消除城乡黑臭水体专项行动。”重庆市水利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市河长办副主任任丽娟介绍，重庆因水
而生、因水而兴，水是支撑保障美丽重庆建设的基础性、战
略性、关键性要素。

“在全市全域消除黑臭水体，既是重庆向水治理领域
发起的新的集结冲锋，也是重庆探索超大城市河湖治理现
代化的率先实践，必将整体跃升江河治理能级，必将成为
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的标志性成果。”任丽娟说，消除
城乡黑臭水体，是重庆高标准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
的“加压课”。前段时间，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重
庆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足，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污水溢流问
题。此次专项行动，拉高标杆、自加压力，一体推进城乡黑
臭水体治理，并将治理重点向小微水体延伸、向农村地区
拓展，强化污水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治理，降低水体返

黑返臭风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以点带面、举一
反三，以全域消除城乡黑臭水体的实际行动，交出一份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的高分报表。

这次专项行动面向全市全域开展，分“全面排查、综合
整治、长效巩固”三个阶段。

在生态治理方面，针对黑臭水体被污染程度，采取清
淤疏浚、水体置换、控源截污等方式尽快消除黑臭，同步采
取“人工+自然”的方式逐步恢复水体健康生态系统。

在工程治理方面，包括城镇排水管网改造、城市污水处
理厂处理能力提升、乡镇和农村聚居点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设施建设、畜禽水产养殖场（户）配套设施建设等主要措施。

通过治理，到2025年，全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达到98%以上，乡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7%，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70%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81%以上，规模化养殖场尾水综合治理达标率
达到50%，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政村覆盖率达到75%。

总体目标而言，到2027年全市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
形成长效机制，绘就“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巴渝
幸福河湖新画卷，聚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的标志性
成果。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实习生 徐雯娟

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恒丰
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今天分别发布公告，从7月29日起下调人民币存款
挂牌利率。

以兴业银行为例，调整后活期存款年利率
为 0.15%，与六大商业银行相同，整存整取定
期存款中，三个月、半年、一年期存款利率分
别是 1.1%、1.35%、1.55%；两年、三年、五年期
定期存款分别是 1.6%、1.8%和 1.85%，均略高
于六大银行。

总体看，各家股份制银行这次人民币存款利率
下调幅度在5~20个基点之间，大部分股份制银行调
整后的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要略高于六大银行。浙
商银行、渤海银行、恒丰银行等部分银行依旧有部分
定期存款年利率高于2%，最高为2.1%。

此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邮储银行
六大银行已从25日起，率先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利
率，这是银行业今年来首次调整存款利率。

据央视新闻

重庆将在2027年消除城乡黑臭水体 多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今起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

“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清单……提到重庆涪陵白鹤梁，

这些都是它的亮眼“标签”。
大家可能不知道“宏大叙事”的背后故

事：这块长约1600米、宽约15米的天然巨
型石梁其实还有颇为有趣的另一面。7月29
日，记者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场
“1200年那些事——打卡白鹤梁 话题知多
少”的展览，近距离“触摸”到古人那些趣味。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展览部馆员黎然为记者做导览

展览还对古人在白鹤梁上题刻中“打卡”的表述
进行了盘点

有题刻显示石鱼最长十八年、最短两年出水可见

展览中展出的《萧星拱重镌双鱼记》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