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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观桥各有风韵
苏州河在上海城区九曲十八

弯，蜿蜒绵长，横跨其上的桥梁应该
如何去欣赏呢？走访下来，记者发现
可用三种方式去看这些桥，这三种
方式可被称为“上中下”或“天上、地
面、水面”。
“天上”，就是找沿岸的高层建

筑，从高处用俯视的方式看桥。这
时，由于苏州河本身弯曲，相邻的几
座桥也一般不会成为一条直线，而
是错落有致地随河道弯曲而飞架南
北。尤其是夜晚，从高空鸟瞰苏州河
桥梁，在灯光映照下别具风韵。
“地面”，就是步行或坐车经过

一座座桥，抑或沿着南岸或北岸，逐
一看桥。不过由于一些沿岸道路不

通，不能一路走一路看，要从别的路
绕行，比较费时、费力。
最好的看桥方式是走“水面”：

乘游览船漂流而下或逆水而上，从
一座座桥底下穿行而过，桥看遍了，
一路上的两岸风光也尽收眼底。

据上海市地方海事局介绍，苏
州河游船早在 !"#"年就已开通，不
过目前因河道疏浚而处于暂停状
态。今年 $月，游览船有望复航，游
览路线也有望从原来的丹巴路码头
至昌化路码头，扩展到外白渡桥。届
时，无论白天或夜晚，乘船游苏州
河，可把很多桥梁“看个遍”。

“白渡桥”其实有3座
苏州河上，最有名的桥要属外

白渡桥了。在诸多影视作品里，都有

它的美丽身影，它甚至成为老上海
滩的象征之一。但是，外白渡桥的
“外”是什么意思呢？

这次走访苏州河桥梁，记者才
了解到，有“外”也有“里”（“里白渡
桥”），还有“不里不外”的“白渡桥”，
只不过“里白渡桥”现在的名字是四
川路桥，而白渡桥早已更名为乍浦
路桥。这三座桥，由于外白渡桥处于
苏州河口的最外面，因此才冠以
“外”，溯流而上就是白渡桥（乍浦路
桥），最“里面”的四川路桥也就顺理
成章是“里白渡桥”了。
离外白渡桥不到 $%"米就是乍

浦路桥，再往上不足百米，则是四川
路桥。记者从虎丘路走上乍浦路桥，
来到北岸的乍浦路，再沿着河岸走
到四川路桥。据说最早的乍浦桥只

是一座浮桥，后来才改为木桥，外国
人称蓬恩桥，因为浮桥由美国圣公
会主教蓬恩建造，中国人则叫它头
摆渡桥，亦称白渡桥。直到 &'!(年
木桥拆除，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桥，这
才以乍浦路路名命名。

而四川路桥也经历了两度木
桥、两次修整，至 #'!!年拆除木桥
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梁。因桥北侧
有建于 #'!!年的上海邮政总局大
楼，因此这座桥又俗称邮政局桥。
#')$年才正式被命名为四川路桥。

外白渡桥曾在 !%%*年至 !""'

年“坐船”去整修，又“坐船”返回原
地。桥“去”之时，很多市民去“送
行”；桥“归”之日，人们又冒雨聚集
在苏州河和黄浦江交界处的防汛墙
边，迎接外白渡桥回来，可见上海人

对这座桥的感情之深。

为每座桥“立碑写传”
一座座桥，一个个故事。尤其是

从一些桥梁的古名、别名上，可以获
悉很多老上海的老故事。
比如，河南路桥以前曾有一个

名字叫“天后宫桥”，原因就是清末
在这座桥的北面新建了一座天后
宫；再比如，福建路桥俗称老闸桥，
因为其最早的桥址处，原来是清康
熙年间建造的一座三洞石闸，闸上
设浮桥，可供行人通过，&*+)年改
建成木桥，&**,年旧木桥升级为一
座七孔木桥，“老闸桥”的名字由此
诞生。
苏州河上的一些桥，因桥两岸

曾发生一些历史事件而变得厚重。
具有欧式韵味的西藏路桥就是一
例，它的北堍有一幢楼高五层的钢
筋混凝土建筑，曾是民国时期的中
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的物
贸仓库即“四行仓库”。“八·一三”
时，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
率官兵约 *""名，以“四行仓库”为
主要据点，与日寇进行了一场殊死
战斗。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设置了
“晋元路”“晋元中学”“晋元园”，以
示纪念抗日将领。其中的晋元路，就
在西藏路桥北堍两侧。

记者“游历”一番后发现，苏州
河上的很多桥，早已换了新貌。比如
河南路桥是 !""'年 &月 &'日才重
建完成的，桥面由原来的四车道拓
宽至六车道，早年的 $孔混凝土悬
臂挂孔桥变成 ,孔拱形连续梁桥。

不过，无论新桥还是旧桥，桥
名、建筑铭牌是有的，但缺少一些记
录桥梁历史与故事的“简介”。建议
有关部门不妨像给每个旅游景点写
简介一样，给流经苏州河的每座桥
梁也做一些“立碑写传”的工作，让
每座桥给市民和游客“述说”自己的
故事。

苏州河流经上海城区，共有18座桥横跨南北，每座桥背后
都承载了一段历史，恰似一座座不磨灭的“河碑”———

远观近赏十八桥 姿态各异故事多

! ! ! !徜徉在巴黎塞纳河
畔，一座座历史名桥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
是那些雕塑景观桥更是

美轮美奂。苏州河上也有雕塑景观
桥了！日前，记者夜访苏州河上首座
雕塑景观桥———武宁路桥。

车子从内环高架武宁路匝道
下来，右转进入武宁路，自北向南
驶向武宁路桥，远远就看到整座武
宁路桥被灯光照射得明黄、恢弘，
尤其是桥南、桥北的金色雕塑，一
下子使整座桥从环境中“脱颖而
出”。下车细看，)座雕塑底座呈四
方形，采用艾奥尼克式立柱风格装
饰，每座高 !(米。顶端是金色的雕
塑，每个都是母亲和孩子的形象，
分别代表孕育、萌芽、成长和希望。

现在看到的武宁路桥，是 !""'

年初才展现雕塑景观桥风貌的。当
时进行装饰改建时，借鉴了塞纳河
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的建筑灵
感。亚历山大三世桥于 &'""年落
成，长 &"(米的桥身由一个桥拱组

成，桥两端各有巨大石柱，上面是
镀铜骑士群雕像，飞马振翼，很美。

仔细观察武宁路桥的细部装
饰，会发现它并非仅学习了西方建
筑特色，而是完美地体现了“中西
合璧”———双雀报喜图预示风调雨
顺，宝瓶圆柱上的荷叶纹理象征祥
和与安宁。忍冬、石榴、唐草、莲花
等敦煌壁刻上出现的卷草纹饰，增
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巴黎市区十多公里的塞纳河
上，分布着 $"多座精美的桥梁，是
一道道风景。而苏州河上的雕塑景
观桥目前只有武宁路桥，尽管对桥
上雕塑还存在争议，但是作为一种
桥梁“美化”的尝试值得肯定。很多
夜晚在武宁路桥附近散步的市民
说，今后苏州河其他桥改建或装饰
时，不妨融入雕塑、灯光等艺术元
素，让苏州河因桥而变得更美丽。

! ! ! !每一座桥都是一
道风景，苏州河在上海
城区共有 &* 座桥梁，
姿态各异，风情别具。
每一座桥都有故事，它
们大多已有百年左右
历史，历经整修、扩建，
风貌犹存，因其本身及
两岸建筑承载的历史，
而散发出独特气质。
近日，记者从外白

渡桥开始，一座一座桥
看过去，体验这些桥
梁，由衷地感觉应该在
每座桥的醒目位置“立
碑写传”，说一说这些
桥如今的风姿及背后
远去的故事。

本版撰稿 记者 金志刚 朱全弟

! 一桥飞架南北!好似长练水面舞 本版照片均由记者 陈意俊 摄

历史
回眸

! ! ! !苏州河上真正意义
上的桥梁，始建于十九世
纪末，即连通当时英美租
界的苏州河口的“威尔斯
桥”。原先此桥为木结构，
二十世纪 !"年代在其侧
另建钢结构大桥，即著名

的“外白渡桥”!见上图"。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

叶，位于上海城区的苏州河段总共
建了 &*座桥。十九世纪所建的桥
多为木结构，二十世纪初改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桥。这些桥不少为租界

工部局所建或改建，因此大多集中
于苏州河东段，且多带有浓郁的欧
洲城市拱桥风格。外白渡桥以西，分
别有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
桥、福建路桥、浙江路桥、西藏路桥
……沿苏州河西行，可细细品味这
些老桥的历史风韵。
二十世纪 '"年代以来，苏州河

的桥梁经过维修、改造和扩建，又增
添了许多新的面貌。登高望去，点缀
于河上的一座座桥梁，已然化为件
件精致的乐器，汇入了苏州河美妙
的多重奏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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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访苏州河上首座雕塑景观桥

武宁路桥雕饰“中西合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