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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与浙江路桥都是钢桁架
桥，均于 !"#$年通车，大概是目前上海市中心区
仅剩的两座百年老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是上
海地标性建筑物。今年春，上海将浙江路桥拆下大
修，近日桥身已复位，预计将于年底竣工通车。今
天，我们就来看看浙江路桥的那些老故事。

! ! ! !浙江路桥是以贯通浙江路而得名
的，它还有一个颇“惊世骇俗”的俗
名———“垃圾桥”或“老垃圾桥”，以前，俗
名“垃圾桥”的名气或使用率还远远高于
它的正名“浙江路桥”，许多人想知道这
“垃圾桥”名称的来历，也想知道更多的
关于这座桥的历史、故事。

垃圾桥!老垃圾桥!新
垃圾桥

旧上海有租界，苏州河南岸是英租
界，北岸是虹口美租界，虽然早在 !$%&

年两租界合并为“英、美租界”，即后来
的“公共租界”，但人们仍习惯称苏州河
南岸的租界为英租界，北岸为虹口美租
界。一直到 !$""年前，南岸英租界的西
界在泥城浜，就是今天的西藏中路；北
岸虹口美租界的西界在今天的河南北
路。早期，租界的东部，即靠近外滩的地
方相对繁华，泥城浜是租界西界的边
缘，相对冷僻，早在 !$%& 年，经工部局
准许，英商上海煤气公司就在泥城浜与
苏州河相汇处圈进 &#亩地建了一个煤
气厂，并于 !$%' 年馈气，今年，上海应
该是有煤气的 !'#周年。生产煤气的原
料就是煤炭，于是煤气厂边上有一个面
积不小的煤栈，这里的环境一定是很差
的。租界的市政建设和人口增长速度较
快，每天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建筑
废弃物，主要通过船运的方式运到郊
外，或作肥料，或作填埋处理，工部局就
因势利导，在煤气厂的煤栈边上建立垃
圾码头和堆栈，部分城市垃圾在这里集
中上船。不过，没过多少年，英租界的全
部均成了闹市，垃圾码头放在这里确实
不太合适，就统一集中到苏州河北岸的
虹口港，而原来的垃圾码头被建为租界
关押外国人犯的“西牢”，它的正大门开
在厦门路 !$# 号，又称“厦门路监狱”，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上海人
仍习惯把这一带叫做“垃圾码头”。

浙江路木桥建于 !$$'年（光绪十
年）前，因为与原本的垃圾码头相近，于
是被叫作“垃圾桥”。约 !$""年，工部局
又在“垃圾桥”的西面，相当于现在西藏
路桥的东侧再建一木桥，就被叫作“新
垃圾桥”，因为出现了“新垃圾桥”，原来
的“垃圾桥”也被叫作“老垃圾桥”。由于
过往浙江路桥的人流量很大，所以，“垃
圾桥”或“老垃圾桥”的知名度比“新垃
圾桥”高多了。

泥城浜是苏州河南岸的小支流，在
!$""年之前是英租界的界河。泥城浜的
西面是著名的跑马场（相当于今人民公
园和人民广场），工部局在浜上建了南
泥城桥（福州路）、中泥城桥（南京路）、
北泥城桥（北京路），!"!( 年开始，工部
局填泥城浜筑西藏路，由于煤气厂在泥
城浜的北端，填浜筑路遇到阻力，南端
的工程早已结束，而北段的工程一直拖
到 )#年代才完工，也就是讲，北京路的
北泥城桥最后才被拆除，于是，其他的
泥城桥被拆后，只有北泥城桥还存在了
若干年，上海人就把北京路西藏路一带
叫作“泥城桥”。直到今天，上海地图中
把“泥城桥”作为俗地名标在北京路西
藏中路口。所以，西藏路桥可以叫作“新
垃圾桥”，但不叫作“泥城桥”，但二者相
距很近，不妨碍使用，也不必非弄明白
不可。

“垃圾桥”的前世今生

! ! ! !为开通电车而建的垃
圾桥钢桥

)#世纪初以前，上海城市交通工
具主要是独轮车、人力车（即黄包车）、
马车。!$""年公共租界扩张成功，它的
东界伸到杨树浦底，西界伸到了静安
寺，东西的直线距离十几公里，传统的
人力车已难以适应城市发展和交通出
行的需求，于是，租界当局开始规划在
上海铺设铁轨，开通电车。最早规划的
电车中有从静安寺始发，沿静安寺路
（南京西路）、南京路向东，到外滩后向
北越过苏州河后驶抵虹口公园的“第 !

路”电车，有从十六铺始发，沿外滩北
行，越过苏州河后向东，沿百老汇路（大
名路）、杨树浦路到杨树浦底的“第 &

路”电车，有多条电车须在外白渡桥过
江，所以，外白渡桥设计承重 &#吨，铺
双轨。而就在规划电车建设后不久，中

国自行规划和建设的沪宁（上海至南
京）铁路已破土在即，上海火车站（即北
火车站）的位置也初步确定，于是，工部
局临时增加了一条从北火车站始发，沿
“界路”（即今天目东路），向西，到北浙
江路向北，在“垃圾桥”越过苏州河继续
北行，抵达“东新桥”（今浙江路延安东
路口，当时，今延安东路是一条叫作“洋
泾浜”的河流，它也是公共租界与法租
界的界河，“东新桥”是浙江路跨洋泾浜
的木桥。!"!(*!"!% 年填洋泾浜筑马
路，浜上的桥全部被拆，由于“东新桥”
设有电车始发站，其作为俗地名一直沿
用至今）。于是，必须在“垃圾桥”上增加
建设一座钢桁架桥。由于无法预计沪宁
铁路的全面通车时间，也难以估计沪宁
铁路通车后的客流量，当然也考虑到电
车建设（如轨道沿线的动迁费用）和桥
梁建设费用，“垃圾桥”的设计要求较
低，钢桁架桥长 %!米，宽 !(+$米，设计
载重 !'吨，两侧为人行道，只留下 %+$

米的车行道，因须保证人力车从车行道
通过，设计为单轨，也就是讲，同时只能
有一辆电车从桥上通过。

当电车规划确定后，工部局即开始
招标，据记载有 (家海外公司参加竞
标，最后，英国的白尔公司（,-./0 100!

2304 5 67）中标。因合同中约定，中标者
除了负责电车建设外，还获得上海公共
租界电车的 )!年经营权，于是白尔公司
另外组建了上海制造电器公司（89:;<9:=
>30/?-=/ 67;4?-./?=7; 67@A?B），即人们称
的“英商电车公司”。浙江路钢桁架桥于
!"#$年通车，不过，上海人仍按习惯称
其为———垃圾桥。

垃圾桥设计上的缺陷
规划的“第 '路”电车往返行驶于

北火车站与东新桥之间，往返的电车都
从垃圾桥过桥，但垃圾桥只铺单轨，于
是，就在垃圾桥的北堍设“候车区”，就
是，南行的电车在将过桥时必须观察对
方电车是否上桥才能通行，一旦发现对
方电车已经上桥，必须先进入“倒车
区”，等对方电车驶过后才能上桥，否
则，必须倒车进入“候车区”。早期的“第
'路”电车均为单车，倒车也不困难。工
部局对沪宁铁路的通车时间和通车后
的客流量的估计明显不足，沪宁铁路几
乎与上海电车同时于 !"#$年通车。而
沪宁铁路的客流量很大，要坐电车往返
于北火车站与租界的人流量特大，于
是，电车公司只得在电车后加挂拖车，
而挂了拖车的电车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年出版报人陈伯熙著《上海轶事
大观》中说：“癸丑（!"!&年）秋，余
友胡海峰自美界乘电车越垃圾桥
而南，是桥两边近堍初基低垂，正
中渐高，对面不见，桥仅单线，适
同时由南而北之电车亦达单线，
彼此始觉，北车则退倒原道（平路
双轨），拖车不能自主，误入歧途，
正拖被牵制，皆失自由，横亘轨
道，乘客已跃下，而南车捩机停
顿，桥势倾，莫能遏，互相碰撞，损
坏尚不甚巨。”浙江路桥较陡，在
桥北的车辆看不到对面驶来的车

辆，一旦进入单轨时发现桥南的车辆也
已进入单轨，北面的车辆只能倒退回到
双轨上，让对面的车辆通过后再行驶过
桥，而当时的电车已增加拖车，拖车不
受控制，于是因倒车而引发的事故不断
发生。作者还讲：大概一个月后，电车公
司在浙江路桥的中间立了一木牌，可以
转动，木牌的一面是红色的，另一面是
白色的，由专人看管，桥下的司机看到
白牌可以通行过桥，而看到红牌，就必
须停靠到双轨上，等对方电车通过，红
牌变成白牌后才能进入单轨过桥，这也
许就是上海最原始的 ?-:CC=/ 4=<;:3（交
通信号）或 ?-:CC=/ 3=<9?（交通信号灯，俗
称“红绿灯”）吧！浙江路桥通电车后，便
捷的交通促进苏州河两岸经济发展，促
进苏州河北岸房地产的发展和人口增
长，需求过江的人数日益增长，于是，浙
江路桥设计上的缺陷暴露无遗，而只获
得 )!年电车经营权的英商电车公司既
不肯放弃电车经营的利益，也不肯出许
多的钱重新建设浙江路桥，唯一可行的
办法就是对桥梁改造，提升桥的载重，
提高通行能力。

!")(年，英商电车公司对浙江路桥
进行大修和改造，由于原设计的“慢行
道”与“车行道”被钢桁架隔离，无法改
动，只能将“车行道”中的“慢车道”取
消，将原来的单轨改铺为双轨。在浙江
路（包括外白渡桥）建设时，水泥在建筑
上的使用尚未普及，水泥的价格很高，
所以，桥上均为木地板，在这次改造中，
原木地板全部被改为“水门汀”（英文
/0D0;?的“洋泾浜语”，旧时又称“洋
灰”，即水泥E路面，这又使桥的自重增
加不少，当然，该桥原设计承重 !'吨，
只允许一辆不挂拖车的电车通行，改为
双轨后，就有可能两辆挂拖车的电车同
时从桥上通过，于是，只能用加固基础
和改动钢桁架的方式提升桥的载重，所
以，我们现在见到浙江路桥与当初建造
时的浙江路桥的外观是有明显不同的，
只是，人们有一个“熟视无睹”的习惯，
不会或不能发现一些小的变化而已。

"原样复建#的垃圾桥
钢是在冶炼过程中加入微量碳而

硬化了的铁，如加入铬、镍、锰、钨等稀
有金属，那就可以获得品质更优的不同
合金钢。钢的冶炼始于 !"世纪中期，硬
度、韧性比原来的铁强多了，但与今日
的钢材相比拟，其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比
铁硬的“钢铁”，但是，钢铁的出现改变
了世界。!"世纪至 )#世纪初，世界各地
利用钢铁建设了跨度更大、载重更重的
钢桁架桥，用无数的钢材拼接成桁桥，直
接架到桥墩上，目的就是利用桁架增加
桥的跨度和载重，并不是为了桥的造型
或美观，当人们在建筑材料上有了更多
的选择余地后，人们再也不会去花大成
本建设钢桁架桥，所以，世界各地城市中
的钢桁架桥大多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浙江路桥和外白渡桥也不例外，所以，上
海保护浙江路桥和外白渡桥，并不是让
它们发挥“余热”，而是保护和传承上海
的文化。据我所知，承担浙江路桥的设计
单位根据历史图纸和照片，这次大修后
的浙江路桥原则上是参照历史资料“原
样复建”，如读者发现新桥与老桥在外
观上有所不同，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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