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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阳栋层斗、志》净

汉阳自古多水，长江汉水交汇融合，湖泊塘堪星罗棋布，河汉沟

渠纵横交错。 水是汉阳文明的根脉 ， 汉阳因水得名 ， 历史上留下的传

说、典故、遗迹丰富，都和水密切关联。 龟山与蛇山形成"龟蛇锁大

江" 的自然奇观 ， 晴川阁与黄鹤楼隔江相望 ， 被誉为"千古钮观"。

水多，桥自然也多，桥梁是交通的节点 。 路通桥通则财富通，汉阳形

形色色的桥梁与汉阳的条条道路 ， 共同编织成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

道路网络。

汉阳的桥梁历史悠久，传承着汉阳的历史文化。 坐落在莲花湖上

的迎春桥始建于宋大观初年 ( 1107年) ， 是武汉市有记载的最早的跨

水桥梁。 每逢春暖花开时， 桃红柳绿，燕咐莺啼 ， 游人踏青赏花，空

中风筝摇曳，迎春桥因此得名 。 元末建造在夹河上的永安桥，是汉阳

古桥中最负盛名的人行桥，是郡州陆路通往京城的惟一通道，也是郊

游月湖 、 古琴台水陆必经之路，桥西古道犹如长安濡桥，杨柳依依，

景色直人 。 咸丰二年 (1852年) ，太平军在汉阳架设的长江、 汉江浮

桥，为中国桥梁建设史上之最。

汉阳的桥梁是汉阳城市发展的关键节点。 "一桥飞架南北 ， 天重

变通途 。 "武汉长江大桥为中国跨越万里长江的第一座大桥，它贯通

长江南北公路、铁路交通大动脉，同时与江汉桥一道把武汉三镇连成

一个整体，对武汉市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都有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 。 同时，使汉阳的城区格局实现了飞跃，第一次拥有了通往

外界的铁路、 第一次开通了通往武昌和汉 口的公交车，而且使汉阳城

区西进南扩，闹市区西移，城区发展空间增大。知音桥 (江汉二桥)

的建成开辟了汉阳与汉口之间的第二条通道，使汉阳郭茨口地区由城

郊快速发展为新的城区中心，为汉阳城区西扩井使该地区成为汉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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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市级商业中心区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

汉阳发挥了重要作用 。 月湖桥和墨水湖大桥的通车，由江城大道贯通

汉阳中部，南接武汉经济开发区、北连汉口，为武汉新区建设和汉阳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交通条件。

汉阳的桥梁是静立在水上、大道上的风景，像一个个跳动的音

符，给汉阳带来美感。 晴川桥的彩虹造型，与周边的南岸嘴、龟山、

晴川阁、铁门关、龙王庙等协调一致，体现了传统美与现代科技的融

合，形成倚江景观带，使"两江交汇、极目楚天"的城市景观更为恢

弘。立交桥宛如一朵朵盛开的花，装扮了城市，托起都市的凯丽。汉

阳拥有时为最长的武汉三环高架桥，以及汪家嘴立交桥、江城大道立

交桥、鹦鹉立交桥等10余座立交桥，为城市增加了现代都市的气息。

全长4千米的四新大道上有25座桥梁，形态优美 ， 有"弯弯的月亮"、

"H" 型三桥相连、冲浪中的飞舟等造型。 还有"六湖连通"水渠上的

桥梁，平塘桥、打鼓渡闸桥、明珠桥、龙阳桥、汤山桥、龙新桥等

10余座古色古香的景观桥，构成了一幅幅过目难忘的山水画。

水网发达，道路纵横，桥梁众多是汉阳的重要资源，汉阳要打好

"桥"牌，开发利用好桥的资源，让"桥"为汉阳的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服务。

精心打造"桥"经济。 桥梁对城市的发展、 产业结构的调整、 基

础设施的建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 我们要认清桥梁的经济作用，抓住

这一机遇，依托桥梁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做美汉阳 。

认真发掘"桥"文化 。 桥不仅是架在水上连接两岸可供通行的

构筑物，而且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它是构成城市风貌的基本元素之

一，显示出不朽的生命力。每座桥梁体现了美与力的统一、现代与

历史的融合，都是历史文化的结晶 。 我们要发掘桥的文化底蕴，弘

扬桥的历史内涵，扩大汉阳的影响力，发展汉阳的旅游业，带动其

他产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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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塑造"桥"品牌 。 桥，是汉阳的名片，汉阳的品牌。 要努力

塑造和运用这一名片和l品牌，扩大我们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 ， 来

提升汉阳人民热爱汉阳建设汉阳的激情，加快汉阳现代化的进程。 汉

阳号称桥梁设计之都， 具有全国一流桥梁设计水平的中铁大桥勘测设

计院、 中铁大桥局等设计单位均驻汉阳，对全国乃至世界桥梁建设发

挥着重大作用和积极影响 。 我们要积极支持、配合其做大、做强，使

汉阳这个桥梁设计之都永碟青春。

汉阳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篡了《汉阳桥梁小志》 一书，全面翔实地

反映了汉阳地区桥梁的历史和现状 ， 记述内容包括古桥、跨长江大

桥、跨汉水桥梁、跨湖桥梁 、 跨河港渠桥梁、跨线桥梁、立交高架桥

梁、人行天桥、景观桥梁、地下通道等共10类 、 1 30余座桥梁 。 这是

汉阳区编篡的第二本有关桥梁的专门志书 ， 既是记载桥梁建设的重要

文献资料，也是汉阳地区城市建设发展的真实写照。 希望广大干部和

群众能通过该书来了解认识汉阳的桥梁及其所体现的桥梁文化、桥梁

精神和桥梁品牌 ， 让汉阳的每一座桥真正成为人们心中的文化品牌、

都市里程碑 。

值 《汉阳桥梁小志》付梓之际，谨以为序。

叫汉市汉阳区委时记 斗d斗
武问阳时政府区长 如今

公元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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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汉阳桥梁小志》 以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实事求是、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汉阳区域各种桥梁的历史和现状。

二 、 本小志内容上起事物之发端，下迄2009年 ， 个别数据、图片

资料延至2010年。

三 、 本小志采用分类编辑法编排 ， 原则上按桥梁的功能属性划分

井编排。

四、本小志为纲目结构体裁， 以志文记述为主，配以图片，列有

附录。

五 、 本小志采用语体文，文字、标点、数据 、 计量单位均按国家

统一规范书写。

六、桥梁名称一桥多名的，以地名委员会命名为准: 未正式命名

的使用典籍记载较多、建设施工或民间约定俗成的名称。

七 、 本小志资料源于旧志 、 典籍、档案、文件、统计报表 、 公

报 、 报刊等载体，以及采访和现场勘测 、 拍照 : 不一一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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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桥

(一 ) 迎春桥

据记载，迎春桥在汉阳县泊西一里 ， 跨永济港(今夹?可)，连通

汉阳古城与十里铺之间的驿道。该桥始建于宋大观初年 0 107年) , 

是武汉市有记载的最早的跨水桥梁 。 桥头有宋大观年间儒士书 "迎

春 " 二字，笔力苍劲 ， 形似游龙。另有迎春桥在莲花堤之说， 称该桥

是古时连通凤栖山 (今凤凰山 )、大别 山 (今龟山 )、月湖通道上的一

座人行桥。

每年春天，迎春桥两侧桃红柳绿 ， 燕l聆莺 l啼 ， 春游踏青者络绎不

绝。 明诗人赵粥赋诗赞道"谁人垒石架长虹 ， 江水流来汇泽通。绿

野年年二三月 ， 野花芳草总春风。 "后因?可港淤塞，迎春桥不存。

因历时久远，旧志对迎春桥的记载存在差异 。 明嘉靖《汉阳府

志 》 载"迎春桥在县泊西一里 ， 宋大观建。石上刻 6迎春'字。"

请乾隆《汉阳府志》 载"迎春桥在县西 。 宋大观初建 ， 上刻‘迎

春' 二字。 一云在郎官湖上 。 " 20世纪50年代初成书的《新辑汉阳识

略》 载"迎春桥在莲花堤 ， 宋大观初建 ， 桥上刻‘迎春 ' 二字t

( 二 ) 永安桥 (西门桥 )

永安桥坐落在汉阳城西二里 ， 跨夹?可(汉阳城西护城漳)，在今

西桥路南段 ， 始建于元末 ， 是汉阳古桥中最负盛名的人行桥。该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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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长江大桥

(一 ) 武汉长江大桥

在中国，人们渴望和设想在武汉{串连长江大桥的历史长达 100余

年。早在清咸丰二年( 1 852年) ， 太平天国军就在长江汉阳段江面

架设有浮桥3座 ， 其中一座位于龟蛇两山之间 。 清末，清廷邮传部曾

拟出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计划 。 民国时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也

提出了"以桥或隧道联络武吕、汉口 、 汉阳为一市"的设想。 19 1 3

年，詹天佑请北京大学德籍教授乔治 · 米勒带领13名土木科毕业生来

汉测量长江大桥桥址。 1929年，国民政府铁道部请美国顾问华德尔博

士来汉勘测 ， 计划沿武昌蛇山至汉阳凤凰山线建桥。 1934年 ， 被称为

中国 "桥梁之父"的茅以升主持的钱塘江桥工处对长江大桥桥址作测

量钻探， 并请驻华莫利纳德森工程顾问团拟订又一建桥计划 ， 桥址在

武昌黄鹤楼至汉阳连花湖北刘家码头 。 这些设想和l 计划，均予后人建

武汉长江大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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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跨汉水桥梁

(一 ) 江汉桥 (江汉一桥 )

江汉桥又称自:汉一桥，位于汉阳武胜码头和汉口武胜路之间，是

汉口和|汉阳间在汉江上建造的首陆桥梁，也是较个汉江上建成的首座

桥梁。 1954年2月，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完成该桥初步设计， 9 )-j 完成技

术设计 ， 同年冬由大桥工程局一二桥处开始施工 ， 1955年 1 2月 25 日竣

工 ， 1956年 l 月 l 日通午 。 中共中央中席毛泽东为江汉桥题写桥名 。 江

汉桥为修建武汉跃江大桥的重要配套工程之一，间桥的建成使武汉三

镇联为一体，结束了受长江、汉江阻隔的历史 。

}~ 
1 955年 1 2月毛泽东为江汉桥题写的桥名

江汉桥长322.37米 ， 宽 25.5米 ( 1 8+3.75米 X 2) ， 设计荷载汽车

一 18 、 挂 100 。 正桥部分为3孔不等跨 (54.3+87.37+ 54.3米)连

续铜板梁、钢珩拱混合结构，两岸 cJ I 桥均为2孔20. 5米变截面钢筋混

凝土连续梁 。 江中 2墩的桩柱直径为55厘米 ， 落在粗砂卵石层上 ， 桥

墩呈圆端形。中孔最高航行水位28 . 1米 (吴地高程)，中孔桥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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