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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上海现存古桥 617处，其中拥有文物身份的459座——

“一里一桥”淡出，水乡气韵如何守住?

赵春华曾任嘉定区文化局局长。他说，有一

次他接到区博物馆的反映，有施工队要拆掉玉虹

桥。闻讯后，区文物保护部门立即出面制止。第

二天早上天刚透亮，赵春华就去探访玉虹桥了。

当他走到中间一跨，低头细看，桥面上“玉虹桥”

三个字清晰可见。

在嘉定区励学路3号桥西侧，有一座花岗石平

梁桥静卧在河面上，这就是玉虹桥，全长22米，宽

1.24米，属于五跨石平梁桥。2009年7月，玉虹桥

成为区级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016年6月，玉虹桥

又成为嘉定区文物保护点。78岁的赵春华是土生

土长的马陆镇人，从小就在一座座桥梁间行走游

玩。他说：“古桥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它们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仍是我们现代人要保护和传承的。”

74岁的陶继明曾担任嘉定区博物馆副研究

员，对嘉定的古迹了如指掌。“嘉定从前有很多石

桥、木桥，可以说我们嘉定人就是依河傍桥而居

的。我小时候每到暑天晚上，到桥上乘凉是件惬

意的事情。桥上风比较大，夜幕降临，缓缓流淌

的河水散发着凉气，桥上的蚊子也比院子里要少

许多。搬一张小板凳，拿一把蒲扇，坐在石桥上

喝茶聊天，是那时人们最好的自然消暑办法。”陶

继明说，现在村镇乡野的古桥拆了很多，因为现

代人要开汽车、骑电动车，像古代那样的石桥已

经不适应现代通行方式了。还有，郊区大片开发

房地产，连河也填了不少，桥自然就没有存在的

必要了。桥变少了，生活仍在向前，这或许就是

城市化进程的缩影吧。

“桥梁反映了建筑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活档案。”金山区档案

局征集编研科科长徐晓霞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古桥这种固态的文化结晶正慢慢地风化在历史

的进程中。为此，局里派出了专业人员，实地勘

察全区38座古桥，保护性地记录金山古桥的现

状，深入挖掘桥梁建筑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她

说：“我们要出版一本介绍金山古桥图文兼备的

书籍，制作完成一部金山古桥的动态视频档案，

深入挖掘金山厚重的历史文化。”

本报记者 王蔚

古桥已成为城市的景、城市的诗、城市

的符号和城市的记忆。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

研究中心主任曹永康，长年致力于上海古桥

的调研、勘察与保护。近日，记者围绕上海

古桥的“前世今生”，专访了曹教授。

问：上海现存多少古桥？在分布上有什
么特点？
答：上海现存古桥617处，其中拥有文

物身份的古桥有459座，包括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98处，文物保护点356处。

古桥在申城的分布呈现多个特点，一是

从数量上看，在明清时期到达顶峰，民国以

后逐渐减少；二是古桥主要集中在郊区，这

正反映了上海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顺序；

三是地域分布数量随不同时期有显著变化，

拥有文物古桥最多的分别是奉贤（133座）和

青浦区（80座）。

问：古桥在上海历史演进中有什么样的
意义？
答：从历史价值上来说，古桥是上海水

系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上海“因水

兴港、因商兴市”的发展历史，在一座座桥梁

上得以记录。上海地区曾出现过的“一里一

桥”甚至“百步一桥”的壮观景象，承载着当

地人的生产和生活记忆。再从艺术价值上

来说，古桥在画作里无不是营造氛围的关键

要素，也是园林山水的重要组成元素。朱家

角放生桥望柱头上的狮子雕刻、金泽普济桥

天盘石的雕刻、奉贤中和桥桥梁上的卷草纹

纹饰、金山泰平桥的桥心石花卉雕刻等，古

桥的装饰之美、造型之美体现了自古以来造

桥匠人的艺术风采。

上海古桥选址在水文环境、地形地貌、

气候环境、土壤植被环境与人文环境等方

面均有独到的特征和规律。比如，嘉定区

的横沥河与练祁河，是两条交叉的河流，上

面建造的宝庆桥和济川桥，就是相连的“双

桥”，而德富桥又与济川桥非常接近，形成

“三桥”。

问：现存古桥的保护还存在哪些困境？
答：古桥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受到自然因

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

环境、材料、构件以至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从

而导致了古桥的破坏甚至是消亡。

目前，上海古桥中大约25%所处环境较

好，多位于古镇、公园或学校中。大部分古

桥保存环境相对较差，或与周围环境风格不

一，难以保持整体风貌；或杂草丛生，废物堆

积。我和团队成员们经过勘察发现，上海古

桥的桥面多由长条石纵向拼接而成，14%左

右的桥面条石出现歪闪现象，有的古桥桥墩

出现了走闪或石块脱落现象。再从现在的

古桥使用情况来看，由于古桥已不能满足现

代社会对于交通运输方面的使用需求，其使

用功能渐渐被弱化，其保护也未能得到足够

的重视。

问：古桥修缮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答：我们团队从负责修缮设计和调查测

绘过的上海古桥保护项目中，择取了青浦迎

祥桥等13处具有重要价值和代表性的古桥，

从古桥简介、保存状况、修缮方法三方面展示

修缮前后的实况资料，留下了一份古桥保护

的实例档案。我们提出了“最小干预原则”，

还把三维激光扫描、红外检测、应力波、材料

分析等方法运用到古桥检测上，同时为了避

免残损构件被替换，用到了内置锚杆、碳纤维

等新材料。这种做法既满足了安全性要求，

又符合了历史建筑保护的各项原则。

本报记者 王蔚

曾见证水系变迁 今需要修缮保护

让古桥留住上海的城市记忆
对话专家上海，江南水乡小桥多。数以百计的古

桥，堪称者土历史的活化石、海派基因的活档
案。者报记者近日冒着高温酷暑，探寻多座
上海现存的古桥。
如今，许多古桥及其周边成了市民赏景

和纳凉的好去处。然而，也有不少古桥在城
市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显得十分孤寂落寞。
者期起，民生调查栏目将与者市高校及

文化研究机构合作，不定期推出“海上文脉寻
踪”特别报道，带你一起探访城市文化记忆。

■ 小桥流水人家，水乡韵味迷人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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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龙桥

济渡桥

桥址：金山区漕泾镇金光村（原水库村）

当年鬼子进村被“团灭”
“济渡桥是座石桥，是上海浦南地区现存仅有的七孔桥，

又名‘七星桥’‘七堍头石桥’，始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五

月，落成于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金山区档案局征集编研科

科长徐晓霞对这座桥如数家珍。近观石桥，年代感十分强烈。

徐科长介绍说，桥横跨南横塘西段，南北走向，长43.6米，6墩7

堍。桥堍两头各5石级，桥面由4条石合成，宽2.19米，共28块

条石，中堍条石长7米。桥离水面5至6米，桥东侧装有木栏杆8

柱。桥上石碑藏于凤仙道院，碑文记录了桥的来历和漕泾的形

成概况，以及当地的民俗风情，颇具历史考证价值。

关于桥的建造过程，还有一个颇为玄秘的传说。相传很

久以前，水库是个碧水连天、清波荡漾的好地方。但由于横塘

河上没有桥，只有一叶渡舟，进出十分不便，且时有舟覆人亡

的事故发生。于是，当地人自筹资金，请来造桥工匠，准备在

横塘河上造一座石桥。第一根桥桩才打下去，就被潮水冲走

了，第二根桩根本打不下去，这可急坏了工匠们。幸得一老和

尚指点，才如期完工。“其实，桥桩之所以能打好，是因为老和

尚观察潮水良久，知道半个月后是潮水最缓的季节，而且算准

那天有雨，只要桥工们有决心，就能打好桥桩造好桥。为了纪

念那位高僧，石桥取名济渡桥”。

光阴荏苒，历经多年风雨侵蚀的济渡桥，难免有破损之

处。2005年，漕泾镇政府投资修缮，能工巧匠保留了古桥的原

貌，重铸8根柱石，修复塌落河中的东侧栏杆，让古桥重又焕发

出往日的容貌。如今这座古桥牢固地横跨着横塘河的两岸，

方便了附近居民的出行。

村里的老人陆阿伯告诉记者：“我们村叫水库村，就是因

为这里水面多，河流弯弯曲曲。早年间，进村只有过济渡桥这

一条路。如果不是我们村里的人，进来了就会迷路，越往里面

走越会绕不出来。当年20来个日本鬼子从桥面上打进村，却

找不到出去的路，结果全被打死在村里了。”

记者在桥的石柱上看到一副对联，岁月久远，字迹仍然清

晰：“拾级道坦荡虹影横波 趁虚便往来鱼盐登市”。金山文史

达人高文斌说：“这副对联是说我们的济渡桥像彩虹一样投影

在河面上，非常雄伟壮观。有了济渡桥后，这里的鱼市盐市都

方便交易了。所以，这副对联勾画出了早年附近百姓的生活

和生产的场景。”

鹤龙桥

桥址：闵行区华漕镇诸翟村诸翟西街

传乾隆曾从桥上走过
诸翟原先的建制是镇，以诸、翟两姓得名，古时还一度叫

做白鹤村。明清时，村西沿堤多紫藤，故又称紫薇村、紫堤

村。这里还是明末抗清英雄侯峒曾故里。蟠龙港华漕段干流

水系经过此地。

“原先老蟠龙港上有座古桥，几年前往东移了位置。”67岁

的侯能铭是诸翟村村民，在河边长大。他说：“我们小时候，那

座桥叫鹤龙桥，可热闹了，骑脚踏车的要扛着车过桥。河里的

船来来往往，还有很多脚划船，是从绍兴那里一路划过来的，

把绍兴黄酒、梅干菜送到上海来卖。村里的小囡一到夏天就

扑到河里游泳，我喜欢到河边摸螺蛳。”

村民口中的鹤龙桥，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现为

闵行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蜿蜒曲折的蟠龙港流经诸翟镇，

造就了典型的江南水岸风光。桥梁原位于诸翟西街南侧，于

双鹤浦、蟠龙塘的交汇处。这是一座花岗石材质的单跨平梁

桥。记者从桥堍往上走到桥顶，共11级台阶，然后走不到10

步路又可拾级而下。该桥为花岗石质，单跨平梁桥，略呈南北

走向，跨小涞港（老蟠龙港）。桥面两边立有石雕望柱，并装有

两道圆木护栏。两侧桥额题刻桥名“鶴龍橋”及建造年月。

2008年，有关部门全面修缮该桥，加固整座桥体，修整两边引

桥石阶，补全石雕望柱和木护栏。2018年，因河道整治，河面

拓宽至40米，影响石桥安全，遂将鹤龙桥向东平移约50米，在

河道弯口外侧岔口处落地，作通行和景观一体化处理。

“听我奶奶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过诸翟，还走过这座

桥呢。”65岁的侯必荣也是老村民了，他指着新桥边的一座石

头牌坊说，自家老宅以前就在这里。牌坊上的浮雕、刻字已十

分模糊。据传说，牌坊的主人为当时镇上望族侯氏后人侯益

芝的妻子胡氏。侯必荣说：“听我奶奶说，乾隆走过我家门前

的小路，听到有哭丧声，就停下脚步，原来是丧夫已多年一妇

女，仍日思夜想夫君。乾隆就命人为她立了这个贞节牌坊。”

现在开车去鹤龙桥，导航搜不到，必须张嘴问路人，但十

有八九不知道，好不容易问到个本地口音的老人，经他指点从

紫堤村大门进入，再沿着西街河北往里开到底。步行的话，可

以从镇上最热闹的农贸市场旁的小路穿进去。村里老人喜欢

坐在河边长亭里闲聊，他们七嘴八舌地对记者说，老桥搬迁到

新址，已经不是过河的必经之路了，河道里的船只也几乎不见

了，好在按原样重建的鹤龙桥，还静静地陪在他们身边。

天恩桥

桥址：嘉定区南翔镇沪宜公路大桥头东南
约200米

被列为“槎溪十八景”之一
驾车沿沪宜公路行驶，过嘉美路后走辅路，右侧一座三孔

石拱桥显得十分静谧。负责周边道路绿化养护的陈师傅说，经

常会有人来走走，都是附近散步的居民。这里沿河是一片绿地，

过了桥也不通小区，主要就是个景观吧。

天恩桥，横跨于横沥河之上，建于清初顺治年间，同治十

三年（1874）重建。一块记载修桥详情的碑刻，今藏于嘉定区

博物馆内。桥体通长近40米，顶部宽3.5米，中孔净跨11米

余，拱高6.11米。

“我们家楼下就是这座古桥。”家住南翔镇翔和雅苑的李女

士说，搬到这里后，大人小孩都爱到天恩桥上走走。买房子时

只考虑这里环境好，来了后才发现，还有一座古桥就在旁边。

“记得小时候乘公交车，在马陆与南翔之间有个站名叫

‘真圣堂桥’。”嘉定区博物馆副研究员陶继明说，“从小一直想

实地看看真圣堂桥，始终未能如愿。1970年初夏，一天放工

后，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真圣堂桥。只见夕阳下的真圣堂桥

似一道美丽的彩虹飞架东西，静静横跨在横沥河上。这是一

座三孔石拱桥，桥上石板因天长日久被人踩踏，亮得发出暗

光，石缝间钻出几株矮而壮硕的树木，加之古藤垂绕，使石拱

桥显得更加苍深古老。后来，我从事地方志研究和文博工作，

对真圣堂桥的历史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真圣堂桥又名天

恩桥。称她为真圣堂桥，是因为桥西曾有一座庵院，叫真圣

堂。称她为天恩桥，是因为传说古代有位勤劳善良的老石匠，

为了方便人们渡河，决定造一座石桥，他的行动感动了天上的

神仙。在神仙的帮助下，石桥终于造成了，人们为了感谢天仙

的恩赐，取名为‘天恩桥’。”

天恩桥两侧刻有四副对联，其中一副对联写道：“人杰地

灵白鹤来飞传胜迹，风恬浪静彩虹耀映镇槎溪”。古镇南翔，

古名槎溪。天恩桥是嘉定全境现存唯一的一座三孔石拱桥。

半圆形的石拱与水中的倒影恰成月圆之状。陶继明说，待到

晚上来观赏，河清月近，尤其佳妙，因此，天恩桥也被列为“槎

溪十八景”之一。天恩探梅、亲水平台、杉影浮岛、北园老桂，

这是现在围绕着天恩桥建起的几个微型景观，成为周边居民

家门口的休闲好去处。

“2006年秋，天恩桥再次重修，复归原貌。桥修得很好，但

是，石缝中的树木古藤不见了，古桥好似失去了生命活力，因

为这些树木古藤已与古桥共生共荣，融为一体了。如果再修

时，让古藤树木再生，该有多好啊。”陶继明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 王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