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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北京时间9月3日，秀山巨丰堰成
功入选2024年（第十一批）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这也是我市首个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

巨丰堰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为
1767年当地居民集资修建，是秀山县
农业生产灌溉取水的主要堰渠。在长
达257年的时光里，巨丰堰一直“坚守
岗位”——2022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
高温干旱，巨丰堰灌溉区的1.6万亩农
田因水源有保障仍保证了生产。

更令人叫绝的是，利用平江河的自
然落差以及所需灌溉范围分级拦河引
水，巨丰堰早在200多年前便通过三层

“立交”模式实现了高水高用、低水低
用。

近日，记者走进秀山巨丰堰，了解
这座重庆唯一世界级水利遗产中蕴含
的古人治水智慧以及巨丰堰的“申遗”
故事。

巨丰堰的修建见证了民族融
合进程

9月1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乌杨街道蚂蟥村，泥河（平江河支流）穿
村而过，静静流淌。河岸，永丰堰干渠
向泥河下游延伸；干渠上方6米处，巨
丰堰干渠经三拱桥渡槽跨河，向平江河
下游伸展。

一条河，两道渠，呈现出独特的三

层“立交”形态。
“我们第一次见到巨丰堰，便被这

座‘古代立交’所震撼。”中国水利学会
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会长谭徐明
这样表达对巨丰堰的第一印象。

谭徐明和巨丰堰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2020年。那一年，她在一份全国
文物普查资料中看到了秀山巨丰堰的
名字，当即联系了重庆市水利局。

“当时，我们成立了水文化研究院，
正对重庆的水利遗产进行挖掘、梳理。”
重庆市水利局党组成员、二级总监罗治
洪告诉记者，在得知巨丰堰可能存在的
价值后，大家十分欣喜，第一时间和专
家团队一起到秀山实地考察。

专家团队惊喜地发现，虽然始建于
200多年前，且历史上经过十余次维
修，但巨丰堰保存十分完好，工程体系
仍保持发展完善——渠堰总长41.5公
里，一直在发挥灌溉功能，灌溉面积达
1.6万亩。

团队发现，巨丰堰的修建见证了西
南地区“改土归流”后农业经济发展和
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具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价值。

秀山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龙祖华告
诉记者，秀山在元明时期的区域治理
实行土司制度，生产生活方式以渔猎
为主。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秀山
的“平茶土司”被废，大批汉人迁入开
荒种地，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激增；清乾
隆三十二年（1767年），秀山当地居民

请官府丈量田土面积，集资修建了巨
丰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秀山又
拦泥河（平江河支流）水筑坝修建了永
丰堰，经过不断扩建改造，巨丰堰沿用
至今。

巨丰堰修建后，对当时的秀山农业
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秀山
县志》记载：“平茶地坝，月旗数里，沃壤
连塍，以饶衍名一县。其巨丰永丰二
堰，并万金之工也，平渠引溉，利润千
顷，故附郭西北诸乡，膏腴偁最。”

专家组实地考察后，建议当地将秀
山巨丰堰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自
此，巨丰堰“申遗”之路开启。

古代丘陵山区科学利用河流
的典范

“我们先后七次到秀山实地考察。”
谭徐明介绍，越研究，越能发现巨丰堰
在渠首、渡槽、渠系、控制等方面的独特
性，“研究巨丰堰对丘陵山区灌溉工程
建设意义重大。”

比如，巨丰堰的渠首工程，即位于
清溪场街道芒洞村芒洞桥的拦河坝，在
平江桥上斜向而建，河水被引流到芒洞
桥一侧的巨丰堰取水口后，源源不断流
向巨丰堰渠系。

常见的拦河坝通常横向修建，但巨
丰堰渠首拦河坝斜向而修，这是为何
呢？

龙祖华介绍，拦河坝斜向引流，将
原先顺着自然河道流淌的河水全部引

向一侧，河水流速得以加快。这样，在
枯水期能保证更多的河水被引入巨丰
堰干渠；汛期的河水裹挟着泥沙而来，
流速越大泥沙越不容易沉积，在进入取
水口前便能通过排沙闸冲走下泄，从而
实现干渠“多引水，少引沙”。

说到科学性，就不能不提三拱桥。
三拱桥位于乌杨街道蚂蟥村，因一个大
拱带两个小拱而得名。它不是一座单
纯的桥，还是巨丰堰主渠的渡槽，桥高
12.5米，可以过水、行人。据考证，它是
目前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仍
在使用的砌石渡槽。

三拱桥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所处的
位置。它正处于巨丰堰、永丰堰与泥河
交汇的位置，在这里，巨丰堰主干渠、永
丰堰主干渠与泥河呈“渠—渠—河”三
层“立交”分布，从而形成了高水高灌、
低水低灌的特色灌溉模式。

龙祖华介绍，巨丰堰、永丰堰所在
的清溪场街道、乌杨街道灌区，自古以
来便是秀山的粮油基地。巨丰堰投入
运行后，解决了丘陵山区高区的灌溉
问题，但低区的灌溉缺水情况仍然存
在。为此，当地居民在清嘉庆二十五
年（1820年）修建了永丰堰。永丰堰引
的是平江河支流泥河水，筑拦河坝的
所在地就是现在的乌杨街道蚂蟥村三
拱桥下。当时，巨丰堰已通过三拱桥
渡槽实现跨泥河，永丰堰又正好从桥
下通过，加上旁边流淌的泥河，从而形
成了三层“立交”的奇观。永丰堰建成

后，由于泥河水量小，来水不够，当地
群众强烈要求扩建。于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秀山新建黄角堰，引平江河
水为永丰堰补水，不但将灌区面积从
近千亩扩大到4000亩，还避免了泥河
因缺水断流。

谭徐明告诉记者，在常见的灌溉工
程中，要实现高水高灌、低水低灌，大多
通过盘山渠道等方式实现，像秀山巨丰
堰干渠、永丰堰干渠这样一高一低两条
渠道立交的方式，在古代少之又少，至
今仍在正常使用的古代水利工程更是
罕见，堪称古代丘陵山区科学利用河流
的典范。

重庆还有哪些水利工程具有
“申遗”潜质

据了解，随着近几年知名度和影响
力逐步扩大，全球越来越多的古代水利
工程开始加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申报行列。

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有两个必
要条件：一是工程具有百年以上历史，
二是目前仍在发挥作用。“这两个条件
我们都具备了，但仍有若干‘短板’需要
补足。”罗治洪介绍，秀山县组建了工作
专班，对巨丰堰的历史文化价值、工程
技术价值等进行了深入挖掘，重庆市水
利局也从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
了大力支持。

随之，一系列成果相继“面世”：比
如现存在灌区的四道碑刻，详细记录了
保障堰道和渡槽安全运行制定的管理
制度，记载了渡槽的修建历史和加固、
重建等相关事宜，具有深厚的中国古代
水文化底蕴。

对于巨丰堰的历史文化和工程技
术价值，国际灌排委员会战略组织委员
会主席、灌溉遗产评审委员会主席给予
高度评价：“巨丰堰历史悠久，斜向堰布
置、叠梁式排沙闸、进水口、台渠、渡槽
等结构合理，布局科学，高水高用低水
低用的治水理念，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
人民的智慧结晶。”

除了巨丰堰，重庆还有哪些水利工
程具有“申遗”的潜质呢？

罗治洪介绍，近年来，重庆水利致
力于做好水利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
研究、宣传和利用，专门成立了水文化
研究中心，对全市水文化遗产资源开展
调查摸底，共收录水文化资源2139项，
初步筛选出重庆重要水利遗产38项，
其中很多水利遗产都具有重要价值，如
涪陵白鹤梁题刻、綦江夫妻堰、永川仙
龙飞渡渡槽等。

目前，重庆正积极推动白鹤梁题刻
与埃及尼罗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工作。

秀山巨丰堰凭啥“申遗”成功

巨丰堰三拱桥渡槽。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龙丹梅）北京时间9月3日，
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灌排委
员会第75届执行理事会上，2024
年（第十一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
录公布，我国重庆秀山巨丰堰、新疆
吐鲁番坎儿井、徽州堨坝—婺源石
堨（联合申报）、陕西汉阴凤堰梯田
等4个工程成功入选。至此，我国
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38项。
其中，秀山巨丰堰是我市首座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

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量
已达到177项，遍布亚洲、欧洲、非
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20个国家。
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
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是灌
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
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

秀山巨丰堰通过三层“立交”模
式，利用平江河的自然落差以及所
需灌溉范围分级拦河引水，实现了
高水高用、低水低用，蕴含着深厚的
文化内涵。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周双双 李志峰 实习生 罗多
多）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
当天，“铭记历史 共筑未来”——《火凤
重天》观影活动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举行。

动画电影《火凤重天》是由重庆市委
宣传部、重庆市电影局指导，重庆史研究
会、重庆享弘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历时5年联合制作推出的。目前，该片
已经中宣部、国家电影局批准，将在全国
上映。

该片根据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
勇教授的影像史著作《〈苦干〉与战时重
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改
编而成，讲述了在1939—1940年期间，
爱国华裔女艺术家李凌爱与西方记者斯
科特在重庆拍摄纪录片《苦干——中国
不可战胜的秘密》，并获得电影奥斯卡奖
第一个纪录片奖的故事。

在电影中，可以看到80多年前的十
八梯、魁星楼、嘉陵江、洪崖洞、抗建堂以
及战时重庆的吊脚楼，也可以看到日本
飞机是如何让美丽山城重庆在炮火连天

中变得支离破碎，更可以看到先辈们躲
警报、救大火，建新家、兴重庆的动人场
面。

“电影中的重庆元素让师生发自内
心地共鸣，因为曾家岩小学内也有一个
防空洞，大轰炸时期师生们就是在这里
躲避。一直到现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堂

课，就是去认识防空洞、认识那段历史。”
曾家岩小学德育主任吕明月表示，影片
以动画的形式把那段历史镌刻进孩子们
的心里，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课”。

观影活动由重庆市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指导，重庆史研究会、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主办。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观影，让广大群
众尤其是青少年记住那段历史，感受先
烈、先辈们英勇无畏、坚韧顽强的精神，
在心中播下爱国情怀的种子，激发大家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的
豪情壮志。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

重庆举行动画电影《火凤重天》观影活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周双双

“今天是抗战胜利纪念日，我
们以放映《火凤重天》的方式来纪
念这个节日，向历史致敬，向先辈
致敬。”9月3日，在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9
周年原创动画电影《火凤重天》观
影活动现场，重庆市重庆史研究
会名誉会长、重庆市关工委工作
团成员周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事实上，周勇与这部影片有
着特殊的缘分。

10年前，在无意中，周勇发
现了一部名叫《苦干——中国不
可战胜的秘密》的美国电影纪录
片，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
记录了 1939 年—1940 年的重
庆，尤其是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
情景。

他觉得这部纪录片有巨大的
史料价值，于是带领团队进行研
究，发现该片是第一部由美国拍
摄制作的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彩
色电影纪录片、第一部由海外华
人策划筹资拍摄的电影纪录片、
第一部影响美国援华政策的电影
作品，也是唯一一部获得奥斯卡
奖的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纪录
片、一部全景式客观真实记录中
国抗战大后方艰难岁月的史诗画
卷，是无可替代的影像史料。

在多方努力下，这部美国电
影回到它的拍摄地——重庆，并
成为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
年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之
后的10年里，周勇推出了系列研
究成果。例如，他出版了一部学
术专著《〈苦干〉与战时重庆——
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

“今天播放的电影《火凤重
天》便是根据纪录片《苦干——中
国不可战胜的秘密》改编的，是我
们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创造性转
化的尝试。”周勇说。

“这部影片对于中国和重庆
有重要意义，希望更多的人，特别

是青少年能看到这部影片。”对
此，他解释，一是因为《火凤重天》
是一部展现中国人对二战贡献的
动画大片。抗战时期，重庆是中
国的战时首都，是与莫斯科、华盛
顿、伦敦齐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名城。但是，正如牛津大学
中国中心主任拉那·米德说过的
那样：战后已经快80年了，中国
人民的胜利被西方忽视了——中
国是一个被遗忘的“盟友”。而动
画片《火凤重天》则向中国和世界
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为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
献，再现了战时重庆“愈炸愈强”
的精气神。所以，可以说，该片是
一部个人与中华、中国人民与美
国人民、历史和现实、昨天与今天
紧密相连，交相辉映的中国电影、
重庆电影。

“其二，《火凤重天》揭秘了第
一部中国题材获得奥斯卡奖的电
影《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
密》背后的故事。”周勇介绍，《火
凤重天》从真实的历史事实出发，
展现了宏大的时代主题，它讲述
了两位美国青年拍摄战时中国题
材的电影纪录片的故事，彰显了

“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这一主
题。

“更有意思的是《火凤重天》
是重庆这座8D魔幻城市的‘抗战
版’，有趣也有价值。”周勇解释，
该片艺术化再现了抗战时期的重
庆城。从片中，观众可以看到抗
战时期的长江三峡、山城重庆、朝
天门、洪崖洞、十八梯、若瑟堂、南
开中学、保育院，以及日军敌机空
袭、城市陷入火海、市民躲警报、
救火等精彩画面，具有满满的巴
渝味道、重庆精神、民族情感。

“对于青少年来讲，爱国主义
教育并不是一句口号，我们要善
于从他们的家乡入手，从身边的
事物入手，寓教于乡，寓教于乐。
《火凤重天》这部动画片艺术展现
了抗战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希
望以此激发他们知史爱国、立志
报国的情怀。”周勇说。

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

《火凤重天》是
真实的“抗战版”重庆城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周双双

“这是一部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动
画电影，全片都是满满的重庆味道、中国
情感。”9月3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9周年原创动画
电影《火凤重天》观影活动现场，重庆史
研究会会长蔡斐如是表示。

据了解，此次观影活动也是《火凤重
天》这部影片在全国院线公映前的一次
专场演出。作为主办单位有关负责人，
蔡斐对《火凤重天》的“出道”十分熟悉。

他说，这部动画电影历时五年，耗资
人民币5000万元，联合国内外著名编
剧、导演、美术家、影视名家精心打造而
成，已经中宣部、国家电影局批准，将在
全国上映。

蔡斐说，这部电影是根据重庆史研究
会的一部学术专著——《〈苦干〉与战时重
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改编

的，“它是一部有真实历史依据的动画电
影。”影片讲述了在1939—1940年期间，
爱国华裔女艺术家李凌爱与西方记者斯
科特在重庆拍摄纪录片《苦干——中国不
可战胜的秘密》，并获得电影奥斯卡奖第
一个纪录片奖的故事。

观影现场，来了很多中小学生和家
长、老师。虽然已经看过很多遍，但是蔡
斐还是第一次和这么多孩子一起观看这
部影片。

随着电影播出，80多年前重庆城的
十八梯、魁星楼、嘉陵江、洪崖洞、抗建
堂、若瑟堂等，以及战时重庆的吊脚楼、
重庆人喜欢的担担面、日本飞机对重庆

狂轰滥炸带来的满城硝烟和大火等一一
呈现。蔡斐和孩子们一起沉浸其中，不
放过影片的每一个细节。

“细心的观众还会在影片里发现墙
上的苔藓、缝隙里的小草和它们的四季
变化。”在蔡斐看来，《火凤重天》里，有着
满满的重庆味道、中国情感。

“原来以前的老重庆城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的人民真勇敢，日本的飞机投下
炸弹他们也不怕”“场景和人物都好逼真
呀，像真的一样”……影片播放结束后，
到场观看的孩子们纷纷交流起观影心
得。蔡斐仔细聆听着“童言童语”，那是
最真实的评价。

“影片以动画电影这一世界语言和
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展
现了中华民族在巨大的民族灾难中所表
现出来的坚强意志、英雄气概和苦干精
神，让观众从中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的
抗战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力
量。”蔡斐说，这部影片还有一个成功之
处，就是形象生动地把一个真实的中国、
真实的重庆展现给了全世界。

蔡斐表示，《火凤重天》是党的二十
大以来，由重庆原创推出的、具有鲜明重
庆辨识度的一部动画故事影片，“希望大
家观看之后，向更多的学校、同学们推荐
这部影片，共同分享观后感。”

重庆史研究会会长蔡斐：

《火凤重天》里有满满的重庆味道、中国情感

巨丰堰历史手绘图。 （本组图片由市水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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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秀山巨丰堰
成功入选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巨丰堰利用地形高差形成独特的“渠—渠—河”三层“立交”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