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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去千岛湖旅游属于忙里
偷闲的“过路游”，所以事先并无过多的
规划和要求，有“得空就走”“有什么吃
什么”的意思。

因为是“过路游”，去千岛湖之前我
并没有做“功课”。 知道这湖水，是因为
一瓶矿泉水老在广告中宣称他的矿泉
水“搬运”自千岛湖，当时我琢磨着，如
此渲染，想必这里的水质是极好的。

在景区入口，导游讲述了一个“水
封的秘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修建当
时新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新安江水电站，千岛湖当地居民作出了
远走他乡的巨大牺牲。

1959

年， 随着新中国修建的新安
江水库建成，原淳安、遂安两县

29

万移
民背井离乡，而淳安

(

古名贺城
)

、遂安
(

古名狮城
)

两座延续千年的古城，连同
49

个乡镇、

1000

多座村庄、

30

万亩良
田和数千间民房悄然沉入湖底。

导游介绍，建成后的巍巍大坝将新
安江上游拦截成一个烟波浩渺的巨大
的湖泊，连绵的崇山峻岭淹入湖中成为
大小岛屿，共

1078

个，故名“千岛湖”。

千岛湖水域面积
575

平方公里，比杭州
西湖大

100

余倍， 蓄水量
178

亿立方
米，相当于

3184

个西湖。 郭沫若诗曰：

“西子三千个， 群山已失高， 峰峦成岛
屿，平地卷波涛。 ”

这里得说说被淹的两个县：淳安和
遂安。 千岛湖在浙江省淳安县，淳安古
城又称贺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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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示着这个新安江畔徽商
商路枢纽的繁华富庶。遂安古城因背依
五狮山，故又称狮城，据载为唐武德四
年
(

公元
621

年
)

迁建。 狮城水陆交通便
利，乃浙西重镇。狮城城内多名胜古迹，

有明清时期古塔、牌坊及岳庙、城隍庙、

忠烈桥、五狮书院等古建筑。

资料显示， 新安江水库蓄水前，当
地曾要求对两座县城的民房进行推平
销毁和消毒处理，贺城

(

淳安
)

基本被毁，

而狮城
(

贺城
)

因距离大坝较远，水库蓄
水速度超出预料， 以致未来得及处置，

因此，古老狮城被普遍认为基本保存完
整。被沉入水下的狮城水下古城—————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下的古城，从
被作为县治到

1959

年新安江水库蓄水
被淹，历

1339

年，一直是原遂安县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一座名副
其实的“千年水下古城”。 如今，水下狮
城已经成为潜水者以及考古学家的乐
园， 他们发现古狮城完整性令人惊
叹———

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没有改变，

包括桥梁、古井等都还保存；有些木构
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留存；明清时
期的牌坊上，所雕的图案还清晰可见。

至于保存完好的原因，专家解释：千岛
湖水的屯集是一个极其柔缓的过程，

水流没有对房屋造成冲击和破坏，而
且水温常年保持在

10℃~20℃

之间，所
以当地人都认为，无论是城墙还是城内
民房的木梁、楼梯、砖墙会依然立着，没
有腐烂。

不过于游客而言稍有遗憾，只有在
千岛湖上泛舟畅游的机会，却无看水下
古迹的可能，那些雕梁画栋，只能成为
封藏的传说。

后来我在网上查询到了水下考古
者拍出的狮城照片，震撼、神秘，甚至让
人惊心动魄。

不知道是春季的原因还是千岛湖
碧波千顷、湿度太大的缘故，许多去过
那儿的游客都说没见到晴天的千岛
湖，我这次游岛的时候，那里亦是天色
空蒙。

一上岛，蒙蒙细雨就落下来了。 上
船雨停，游转到另一个小岛，又开始淅
淅沥沥。 停停洒洒，雨时有时无。 不过，

这里的细雨并不招人烦， 即便落到身
上，也不会让人慌得捂头遮身。

比较招人烦的是这里的一个收费
项目。千岛湖若干岛屿中有一个岛号称
锁岛，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锁具模型。 一
船游客上岛的时候，立刻被一个巨大的

转动着的锁具模型吸引，于是大家纷纷
挤上去合影。 还没摆好姿势，女“锁主”

出现了，她说要想合影，交
10

元。

大家一听，纷纷散去，有的人虽然
不合影了，但是忍不住举起手机或者相
机继续拍那个大锁， 这下惹怒了“锁
主”，她除了大声呵斥，还念念有词：出
来玩连

10

块钱都不肯花，小气！ “真闹
心！比之前吃了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来自
千岛湖的冰凉烤鱼还让人不爽！ ”一游
客愤愤然。

不过，这把无法接近的锁并没锁住
大家的情绪，在其他景点，我们看到了
更多样更新奇的锁，而且随意拍照。

锁岛上还有一个古锁博物馆，里面
展出民间两代收藏家历经

60

年艰辛收
藏的

800

多件精品。 古锁造型匠心独
运，多为龟、鱼、蟹、牛的形状，长者达半
米，小者细如发丝，要用放大镜才能看
清楚，不过进这个馆需要买门票。

（晴朗）

“看不清”的千岛湖

千岛湖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