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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桥悠悠话沧桑”。 桥，是人类跨越大自然障碍的一种交通建筑，早在远古时

期已被人类所运用。然究其起源，至今却尚无定论。桥，不仅承担着道路交通的基本

功能，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有关桥名由来的故事与传说、桥联碑记与雕

刻、桥梁诗词与俗语等，已渐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而古桥本身多样的造型、优美的结

构，也徐徐诉说着先人的文化观念、审美情趣和高超技艺，为今人研究历史提供了

翔实的物质依据。

有着浓郁“潮乡水城”特色的海宁，曾是沪杭之间的经济枢纽，一度被冠以“小

上海”的雅号。 远在距今约 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先人居此渔猎劳作、繁衍

生息。 海宁地形狭长，东宽西窄。 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年均降雨量达 1184.8毫

升。 境内有上塘河（上河）和运河（下河）两大水系，总长达 1865.4公里，贯穿整个海

宁市。 加之各乡镇村落间的支系水道，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水上网络。

正所谓“逢山必有路，逢水必有桥”。 海宁水网密布的地貌特点，催生了史上众

多桥梁的诞生，尤以各种石桥见多。 清代著名藏书家陈鱣在《土坂新风》中载：“宁邑

诸水道，桥梁甚多。 篙师有歌云：九里十三桥，背纤不如摇。 ”由此，可见当时海宁境

内水上行船的无奈和桥梁的密度之高。

而今， 许多石桥虽名不见经传， 但其古朴典雅的造型以及内含的多元文化元

素，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希望借编印《海宁石桥》一书，从一个侧面梳理、展示

潜藏的海宁记忆，激发潮乡儿女不断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之热情，为海宁的文化建设

添砖加瓦。

海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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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书收录海宁市四个街道、八个镇共三百二十座石桥，采用照片四百六十

二张。 对部分已拆除或改建的石桥，为体现其存史性，仍予以选择性收录。

二、本书编排上，按桥梁现属行政区划的习惯性排列为主、并适当结合桥貌的

方式进行。 但因行政区划的多变性，石桥原属行政区域、小地名主要以一九八五年

版《海宁县地名志》为准，同时参考各行政村所提供信息。

三、对石桥桥名、桥联中的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本书已更改为相应的简体

字。 对因断裂、缺损、风化等原因，桥名、桥联残缺或字迹不清者，改用“□”代替。

四、本书末附《海宁州志稿·桥梁》全文，旨在查古通今，使读者获取更多海宁古

桥信息。

五、依照严谨、求实的指导原则，本书在充分尊重作者原稿的基础上，通过参阅

海宁市文博部门资料、查阅地方史志书籍、向各行政村电话咨询以及实地调查等方

式，对每座石桥逐一进行了考证。 但因资料、时间和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敬请谅解。

海宁市档案局（馆）

二○一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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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薇 桥

俗称“西寺桥”。 位于硖石街道紫薇山（俗称“西山”）南麓（原属硖石镇），惠力寺

前。 南北向，跨仓基河，系单孔石拱桥。 南北两端各有石阶十六级。 东西两侧石护栏

上各有望柱七根，石狮两只。 桥长 13.78米，宽 4.16米，高 4.90米，孔跨 6.41米。 桥

额处镌“重建紫薇桥”，拱券北壁中间隐约可见“□□紫桥□□□资乐助三□勇泰关

乾隆陆拾年□卯岁戊□月□吉□立”字样。 石护栏外侧镌有松、鹿、马图案，内侧则

有蝙蝠、云彩图案，桥坡两望柱柱头另雕荷花。

紫薇桥始建于元大德七年（1303），清雍正八年（1730）重修，嘉庆元年（1796）改

建。 1984年 10月，紫薇桥被列为海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紫薇桥石阶

紫
薇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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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桥桥名 紫薇桥望柱石狮

紫薇桥

硖
石
街
道

紫
薇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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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渡桥台阶

下 渡 桥

俗称“马家桥”。位于硖石街道西山西北侧（原属硖石镇）。东西向，跨三里港，系

单孔石拱桥。 东西两端各有石阶十二级。 桥长 10.00米，宽 2.40米，高 3.57米，孔跨

5.14米。 桥额处镌“下渡桥”，旁边有“民国十二年”和“里人重修”字样。 南北两侧有

桥联。 南联“寺接薇山钟声静听，桥连桐邑帆影遥飞”，北联“水涨桃溪邻古墓，烟沈

巷留吊荒亭”。

该桥拱券采用纵联分节并列法砌筑，内侧有一方形石刻，其上镌一圆形图案，

内刻五条旗两面，形似辛亥革命时期的五色旗。 据村民讲，下渡桥东南原还有上渡

桥一座，两座石桥遥相呼应，被称作“汪坟门前两珍珠”。 现上渡桥已被拆除。

此桥未见于地方志， 始建年代不详。 据桥上文字可考， 该桥曾于民国十三年

（1924）重修。 2010年 8月，下渡桥被列为海宁市文物保护单位。

下渡桥

下渡桥拱券石刻

下
渡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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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关 桥

位于硖石街道西山西南侧（原属硖石镇）。 南北向，跨仓基河，仿古单孔石拱桥。

南北两端各有石阶二十五级。 东西两侧石护栏上各有望柱八根，石狮两只。 桥长 18

米，宽 4米，跨径 9米。 桥额处镌“西关桥”。 东西两侧有桥联。 东联“朱阁临风抚晋

寺，碧水依山诵唐经”，西联“两山钟磬东西寺，十里烟波远近帆”。

该桥原名“卫东桥”，俗称“丝织厂桥”，始建于 1967年，由海宁丝织厂出资建

造，是出入该厂的主要通道。2002年，仓基河整修，该桥拆除，在原址上新建石拱桥，

更名为“西关桥”。

历史上，硖石西关厢外有一座古桥，为东西向，跨硖西河支流，名“西关桥”，早

废。 现桥正处在原西关桥的旧址，只是方向变为南北向，又为仿古桥，故更名为“西

关桥”。

西关桥

西
关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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