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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新民晚报报道
了南京长江大桥将修建的消
息。1968年 12月 29日，
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
车。明天，经过了27个月的
全封闭维修改造，南京长江
大桥将恢复通车。南京长江
大桥开创了中国自力更生建
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在人
们的心目中，它不只是交通
意义上的桥梁，更被看作是
自力更生的典范，也被称为
“争气桥”，集中体现了国家
记忆、民族记忆、时代记忆和
集体记忆。

!不解之缘"

铸!争气之桥"

!"#$ 年 %& 月 $ 日新民晚报头版
刊登了一张南京长江大桥的模型，并在
文章中提到“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开始勘
察工作。”在 %"'$年 %&月 %$日新民晚
报第 (版刊登了一篇《一条龙变成两条
龙 记京广、津沪铁路修建复线工程》的
文章，其中就提到“在津沪线上，南京长
江大桥的修建也列入规划里面了”，在
文章中还配了一张手绘地图，其中特别
注明了“新建长江大桥”的字样以及手
绘图。
据档案资料显示，长江南京段一直

是道天堑。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千百
年来长江天堑阻隔南北交通，而仅凭轮
渡又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党中央
决定修建南京长江大桥。当时武汉长江
大桥已经建成，有关部门组织了专门小
组，着手对下游长江大桥的桥址进行勘
查。建桥方案最初选址倾向于在安徽芜
湖，但后来考虑到芜湖所选地址均不属
于市区范围，而且芜湖当时只是一个
)&万人的中等城市，最终定在当时有
%%*万人口的南京。

正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举行的
“国家记忆·南京长江大桥建成 '+周年
档案史料展”中，近千份建桥档案首次
向社会开放，讲述大桥的前世今生。详
实地反映了南京长江大桥立项规
划、选址勘探、设计施工、运行维
护、科研攻关等全过程，记录了
几代中国人围绕大桥形成的情
感和记忆，讴歌了建设者赤诚
的爱国情怀和艰苦奋斗的
精神。其中一些内容还与
上海有关。

南京长江大桥
桥墩要穿过泥沙

层打到岩石里面 &米，需要进
行深潜水作业。((米的潜水深度，超
过国际公认的空气潜水极限深度。上海
海军医学研究所的技术人员经过周密
测算，研制出“水面吸氧减压法”等潜水
方案，有 "(人次深潜水达到 (",-.米。
在此次史料展中，就有上海海军医学研
究所龚锦涵关于深潜水的笔记。

当时，南京市缺少大型设备，无法
完成引桥打桩任务，于是请求上海基础
工程公司支援。上海基础工程公司很快
派出打桩队来到南京，克服了许多困
难，按时完成打桩任务。双曲拱桥共有
&&孔，长达 -(+多米，工人们仅用 ("

天就顺利完工，创造了建桥史上又一个
奇迹。

!上海方案"

解!世界难题"

作为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
计和建造的双层式公铁两用特大桥
梁，南京长江大桥常年超负荷运转，加
上风雨侵蚀和材料老化，出现较多坑
洼、裂缝令桥面“千疮百孔”。&+.( 年
.+ 月 &$ 日晚间，服役近半个世纪的
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面封闭，进入
“闭关疗伤”期。

随着南京长江大桥原先的混凝土
桥面全部替换为钢桥面板，此次为钢桥
面大修量身定做的“新装”也悄然亮相，
与旧桥面相比，新面板通过钢支座连
接，可减少桥梁下方铁路运营对公路桥
的影响，在保持桥面宽度与载重量不变
情况下，明显提高通行的安全性与舒适
性。伴随而来的是，大跨径钢桥面的沥
青铺装从技术方案到材料选择都将面
临更为严苛的考验。
今年 "月，南京长江大桥正桥桥面

迎来了最后一项重大主体工程———沥
青铺装。大跨径钢桥面沥青铺装因钢
桥面板柔度大，尤其在重载车辆荷载作
用下局部易受变形，一直被视为世界级
难题，不仅沥青配合比要达到路面要
求，还要以柔克“钢”———桥动，沥青要
跟着动。

南京长江大桥的主桥钢桥面和引桥
混凝土桥面铺装均采用上海隧道股份路
桥集团旗下上海城建日沥公司提供的高
耐久性特殊改性沥青及防水材料。钢桥
面铺装方案方面更是经过反复“打磨”。
据上海城建日沥特种沥青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蔡明介绍，大桥上所用到的每一车
的沥青都是该公司根据“定制下单”，在
全程保温环境下“新鲜直送”到施工现
场，并在高温环境下完成施工。
“此次在大桥上使用的高弹沥青就

如同是‘敏感体质专用’，为此我们的研
发人员进行了多次适配，每配比出一
批，都要进行反复的测试，以确保材料
的抗车辙性、抗剪切力、耐高温性、耐
低温性、抗水损坏性等重要参数达到
标准，通过断裂、重做、再断裂、再重
做的过程，最终形成了眼下‘溶剂型
橡胶沥青防水层/浇筑式铺装/高黏

高弹沥青’方案，为大桥提供全
方位立体式保护。”上海城

建日沥公司副总经理
蔡明说。

!大桥精神"

当!薪火相传"

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最时髦的符
号。小到粮票、烟标、橡皮、糖纸，大到年
画、月历、课本、练习簿，同样以大桥命
名的还有大桥饭店、大桥电影院……南
京长江大桥伴随着一代中国人的成长，
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情感印迹。

不久前，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了
“大桥记忆———南京长江大桥主题艺术
作品及史料巡展”。江苏省美术馆馆长
徐惠泉说，江苏省美术馆是中国第一座
公立美术馆，有 $+多年历史，见证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时
刻，也早在大桥建设初期，就开始持续
关注并收藏相关经典美术作品，其中不
乏一些名家名作。此次展览的一个重头
戏，就是艺术家们从各个角度，全方位
展现出的大桥的美，再现当时人们在物
质极其匮乏的艰难中坚持社会主义建
设的饱满热情，讴歌新中国第一代桥梁
工人的精神向度，并记录下这一国家工
程所蕴含的独特桥梁美学与生活美学。

在展览中，汇聚了钱松喦、宋文治、
魏紫熙、陈大羽、苏天赐、张华清、冯健
亲、吕斯百、吴俊发、周炳晨等大家的作
品，蔚为壮观。其中，冯健亲在读书时曾
经和苏天赐、张华清、杨培钊等几位老
师在南京长江大桥下住了 *个月，认真
搜集素材，最终他完成的油画《南京长
江大桥》被送到北京参加建国 &'周年
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被中国驻法大使馆
收藏。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南京长江大桥
建成，一时间，“大桥背景”风靡了全国
各地的照相馆，很多照相馆里都挂上了
南京长江大桥的背景画。因为时间、距
离等原因，到不了大桥亲自驻足留影的
人们，都争相在这个当时最流行的背景
前合影留念，相当于当时的一个“时尚
符号”了。
“当年，有些人可能从没来过南京，

照相簿里却有与南京长江大桥的珍贵
合影。”徐惠泉表示，我们这个展览得到
了各行各业热爱大桥的人们的鼎力相
助，“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横跨各个年龄
段，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人到成长
于本世纪的‘++ 后’———这也足以证
明，南京长江大桥作为一个属于全国人
民的精神地标和一种历史美学的载体，
依然在持续不断地释放着巨大的社会
能量。”

在徐惠泉看来，今天，长江上已建
成的和在建中的跨江大桥超过 (+座，
平均不到 '+公里就有一座特大桥，“如
此数量和密度，在世界任何一条大江大
河上，都是空前的。建造作为超级工程
的世界级桥梁，不仅代表着中国交通运
输基础设施建设的最高水平，也是改革
开放巨大成就的重要展示。活跃在国际
桥梁舞台上的中国制造，早已接近全球
市场的一半左右———而南京长江大桥，
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据徐惠泉透露，巡展明年计划在长
江沿线城市举行，“我们期待将大桥背
后所彰显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联结传递

给下一代人。”

" !"年前#新民晚报报道南京长江大桥将修建$

" #"年前#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

" $%个月前#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封闭整修$

" 明天#南京长江大桥将恢复通车$

首席记者 方翔

# 南京长江大桥维修完工! 市民顶风冒雨上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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