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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枕山臂海，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文积淀丰厚，属
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大运河最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
东方始发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公众首选宜居城市之一。
    宁波唐时称明州，明洪武间改称宁波。
宁波大地多江河水系，先民以舟代步，宁波因此也堪称“桥城”。
“桥”又称“水梁”。
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宁波就出现了独木桥，汉晋时代已有建桥的历史记载，但正式形成“江南都会
”的古桥群，是在唐朝宋代，即旧时所说的“唐十、宋百、明千、清万”。
桥的材料也由简便的木、竹材，逐步变更为石材。
桥的型制也由简单的木梁、石梁平桥，走向拱桥、廊桥，由单孔变为多孔，由单拱变化为联拱、肋拱
、直拱等。
一座座老桥，是浙东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进步的象征。
    正因为有了桥的沟通，改变了隔江隔河相望的牵盼，实现了相连、相依的梦想。
从宁波所辖各县市的旧地方志记载中可知，邑内曾建有各类桥梁上万座。
正因为有了桥的沟通，古宁波才更趋发展，逐步形成了似众星托月状的城市聚落区域，经济和文化也
随之繁荣。
然由于历史变革和科技进步，绝大多数老桥为适应时代的潮流而重建或废弃。
例如从1929年至1990年的60年间，宁波老市区(海曙、江东、江北)的32条河网上，先后拆除了老桥191
座。
造桥、拆桥、建桥的事情，本来就是人们生活与生产的一件常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
律。
特别是进入近现代之后，随着社会科技、材料、信息、观念的变化，城市交通中的大部分老桥也与之
一样，都必须随之更新与改变，越来越多的老桥消失了、不见了。
在各级文化和交通部门的重视下，一批在建筑、交通、水利、文物上能体现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
优秀老桥留下来了，得到了保护。
这就是我们如今还能看到、仍然继续使用的宁波域内数百座千姿百态的老桥。
    千百年来，老桥与人们日月相伴，风雨同行，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硬朗的躯体，承托着历史的重负，
利济行人，造福乡里。
如今市肆乡间的老桥，大多带着满目疮痍，正在渐渐淡出人们生活和历史的舞台。
但也有为数不少老桥，仍忙碌地为人们迎来送往。
这一座座老桥因特定的历史痕迹和传奇的身世，成了凸显一方独特风情的好去处，更寄予着人们难以
磨灭的深情与回忆，闪烁着曾经的辉煌与温馨。
    宁波市文化部门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对广济桥、百梁桥等优秀的宁波老桥进行了保护。
90年代又对有代表性的数十座老桥进行重点研究与保护，分别将其列为各级文保单位(点)。
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各级文保(管)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重视支持下，以及社会热心人士和文保志
愿者的积极参与下，新发现了一批宁波老桥，使桥文化内涵得到进一步挖掘，作用得以更好地发挥。
    《宁波老桥》一书的编著们在历时几十年的文博生涯、业余爱好中，逐步调查、收集、考证了老桥
历史、特色和相关的文化。
书中选择了本市一百余座老桥为重点考证与研究对象，包括1999年市文化部门组织评选的“宁波十佳
老桥”，还将数百座老桥分各区域以“名录”形式列表于后，以方便读者对宁波老桥的文化作系统全
面的了解。
本书的出版，将有力推动对宁波老桥的研究和保护，提升对老桥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是宁波文物保护
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宁波老桥有着辉煌的昨天，伴随浙东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入了近现代社会。
如今新的桥梁不断涌现，愈来愈多的老桥受到了社会关注与保护，成为名城宁波文化遗产和物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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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化身，成为今后提高宁波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一张亮丽名片。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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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波老桥》的编著们在历时几十年的文博生涯、业余爱好中，逐步调查、收集、考证了老桥历
史、特色和相关的文化。
书中选择了宁波市一百余座老桥为重点考证与研究对象，包括1999年市文化部门组织评选的“宁波十
佳老桥”，还将数百座老桥分各区域以“名录”形式列表于后，以方便读者对宁波老桥的文化作系统
全面的了解。
《宁波老桥》的出版，将有力推动对宁波老桥的研究和保护，提升对老桥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是宁波
文物保护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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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野人太公造“三桥”的传说    鄞西有三座名桥，老洞桥、百梁桥、鄞江桥。
据洞桥村老人相传，北宋时，此村附近有朱家村人朱阿三，以制鞋为生。
有一年朱阿三外出谋生，小木船被风刮到海中孤岛，从此过起野人生活，并在山洞中发现一批藏宝金
银。
一年以后朱阿三浑身长毛，后来终于被一条渔船发现，他带着钱宝回到家乡，人称“野人太公”。
野人太公以为他的性命是一生行善，神灵护佑，就用这些财宝在当地逐步发兴建造了三座大桥，他们
后代也继续护桥修桥。
    大卿桥的传说    宁波市海曙区西塘河上的大卿桥，因建桥的陈恭是大理事卿，官拜尚书，故名大卿
桥，是宁波城内在1980年后才拆除的最大的三孔大石桥。
    据老辈相传，明代永乐年间，陈恭随其叔父从鄞西横街迁入宁波城西。
因受其叔父教诲，诗书文章出色。
永乐三年(1405)中举后，在京城参加《永乐大典》编修，后升至大理寺少卿，主管刑律，后来又升至
工部尚书。
此时城西西塘河边住着一个酒鬼，饮酒无度，终于用刀糊里糊涂自残而死，当地有人告上官府，说是
其妻所为。
这案子到他手里，陈恭亲自到宁波勘察。
原来是死者老婆经常劝其酒莫过量，丈夫不听导致。
陈恭明断案子，百姓感恩，此后这座桥造好后就取名大卿桥。
    宝剑桥的传说    宁波城南段塘街道南塘河上有一座单孔石梁桥，桥名宝剑桥，这桥也与南宋早期的
小康王有关。
    据传说，小康王赵构因金兵追袭逃难到段塘，金兵紧迫，小康王坐骑也失，眼前见到一条大河，自
知无路可逃。
忽然一声马嘶，一匹白马停立身旁，康王不及细想，跃上白马。
白马跃向对岸，一时间随身宝剑掉人大河。
到了对岸，顾不及宝剑，逃入庙中，庙内竟有一匹泥马，浑身水湿，才知是泥马相助。
后人在康王落剑处造桥，桥名“宝剑桥”。
    荷花桥的传说    象山县亭溪一带有一传说，湖莱港有一条通向谢家山的海道，有一位谢阁老在山上
告老返乡后颐养天年。
但这谢家山又是进县城的近路，路上经常被海潮浸没。
谢阁老决心为百姓造一座桥，先在海涂上造半圆形圆头朝下的桥墩，又在桥墩上造半圆形圆头朝上的
桥拱。
这座海涂石拱桥造好后，桥名称为荷花桥，据说五十年前此桥还在呢。
    太平桥的传说    象山县新桥镇有一条通向县城的古道，旧称“官马大道”。
路上建有大小不一数座石桥，其中在东溪村东北首的一座称为太平桥，桥碑反面刻“退寇卫境”四字
。
据老一辈相传，明嘉靖年间，倭寇从海上来犯，杀人如麻。
东溪村壮汉励敬爵一声怒吼，拔起一棵柳树连甩数名倭寇，庙前村村民也一齐奋起抗倭，倭寇终于退
去。
人们把发生在当地的事，刻在石碑上，并将无名石桥称为太平桥。
    金钟桥的传说    出奉化市城关东北三里的倪家碶村，有一座金钟山，山上建有金钟塔，塔下有一座
金钟桥，据传说巨大的金钟就沉在桥底下。
    有人说这口沉没在桥下的金钟要一家有十兄弟才能打捞，果然不少年后，有一户连生九子，第十个
却是女儿，且很早就出嫁了。
为打捞金钟，该户人家暂瞒第十位是女儿身。
十余年后，这户人家的子女制成巨大绳索，由水性最好的老三潜入水底，将绳索绑住钟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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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岸上的八位儿子加一个女婿齐心拉牵，金钟终于露出水面。
此时九个兄弟加上一位女婿因有十条心，各人想着拉上金钟谁该分多少。
这一想心散力分，金钟就又沉入桥下了。
    江浪桥的传说    奉化溪口镇乌石弄有一座小小的江浪山，山下有一座一步可以跨过的石拱桥，桥名
“江浪桥”。
    据民间传说，明代成化八年(1472)已是工部尚书的王钫尚书回大堰省亲，路过江浪山，此地缺水荒
芜，经问询，已三年旱蝗，当地村民大多逃荒去了。
王尚书回到朝廷，向皇上奏明江浪山江阔水急，是南北交通要道，要求免除三年皇粮，在此建江浪桥
。
    王尚书推荐奉籍江御史督办，在水沟上建了一座长不足2米的小拱桥，余下的钱都赈济饥民了。
据说这座小巧的江浪桥已迁入奉化溪口博物馆。
    福星桥的传说    福星桥在奉化市大堰镇常照村外的大溪上。
据传百余年前普陀山一位僧人净修梦见崇山峻岭中洪水翻腾，村中无桥可渡，必须造一座大桥。
净修和尚按照梦境寻找，终于找到了大堰村，并开始住在大溪水边的凉亭里。
他在附近募化三年，感动不少村人和过往客商，一致捐资，合力建造了五孔大石桥。
因桥在常照村，首先得益的也是常照村，故名福星桥，取“福星常照之意。
”    蛟川桥的传说    镇海区域内招宝山下，原有一座蛟川桥，现在已改为水泥桥，桥名仍称蛟川桥。
据传，在数百年前镇海口与蛟川河之间的河道上有一条“蛟龙”，风雨天常掀翻舟船，危害百姓。
后来有一位壮士，在有一天风雨中蛟龙出没时，喝足了酒，奋然持刀跃入水中，与蛟龙搏斗，同归于
尽。
百姓为纪念他就建了里澜浦庙，与城外的外澜浦庙为同一菩萨。
把在刺蛟之处的这座桥称“蛟川桥”。
    骆驼桥的传说    南方不产骆驼，为何镇海区有骆驼街道和骆驼桥？
说来话长。
原来，骆驼这块地方千年之前已成陆，仅几座小村落，从西到东有一条河通过，两岸仅一条木桥相通
，过客商贩也从此经过，风雨及黑夜，多有人落水。
木桥南岸住一位驼背老人，以做豆腐为生，天天挑着到对河村庄做生意。
有一年冬天，驼背老人挑着豆腐担在木桥上滑倒掉进河里，幸亏四邻相救。
后来老人在家中一病不起，他心中多么希望造一座大石桥，让更多人不再有落水之虞。
    有一傍晚，有位姓骆的江湖老郎中敲门。
驼背老人起床开门后，二人说起造桥之事。
郎中说，“我这一大袋药专治跌打损伤，日后将药钱用于造桥吧，过三年后我再来看。
”    驼背老人服了骆郎中的药不久恢复健康，四邻八乡闻之纷纷到老人处买药，众人也为造桥纷纷捐
资，不久就动工造桥。
三年之后，桥将造好，那骆郎中又带来一笔造桥款相助。
桥终于造好了，众人名桥为“骆驼桥”，即骆郎中与驼背老人发兴建造的。
遗憾的是近年石桥改为水泥桥，但仍名“骆驼桥”。
    渡驾桥的传说    北宋末年，因金兵打到临安，小康王赵构带一批文武官员逃难到镇海要乘船下海避
难。
一批车、马、人等到一港叉处有水相隔，到不了乘船的码头。
众百姓为营救康王合力临时架起一座大木桥，让官兵们通过，这座木桥就称“渡驾桥”。
从此以后渡驾桥又成为数代百姓到码头的通道，并多次修缮重建，后来又改建为石桥。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此地建电厂时渡驾桥被拆去，因此这座老桥就成为历史记忆了。
    八仕桥的传说    余姚市黄家埠镇回龙村有一座远近著名的石桥。
据老一辈说，在明代正德年间，皇帝带着八位文官武士身着便装到此察访民情。
正德皇帝在这里上岸后先看见一座先帝御赐的贞节牌坊，觉得这个村庄好像有点来头。
中午在小饭店用饭时，正德皇帝突发奇想，出题要八位官员对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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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这时店中有一跑堂何姑娘送来茶水，皇上就出以“妙龄人可也，何家之少女”十个字，要八位官
员对上。
要是对得出，赏银干两。
八位官员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正德皇帝总是摇头。
偶见姑娘暗笑，就问姑娘有何好对。
姑娘道：“大人言者兮，诸位中一人”。
此语一出，正德皇帝及八官员皆呼“好对，好对”。
正德皇帝说：“朕的对子是将‘妙’字、‘何’字拆开，姑娘是将‘诸’字、‘大’字拆开，真是好
对子。
”饭后，正德皇帝真的赏给何姑娘干两，八位官员顺水推舟再建议皇上出资为村中造口桥，进村不必
摆渡了。
这就是现在还在的“八仕桥”。
    蛇拦桥的传说    余姚市低塘街道白云南村有座蛇拦桥，桥名不雅，然而故事好听。
据说这个村昔日一到黄昏就有一条大蛇横卧桥头，口吐白烟，吃牛羊如囫囵吞枣。
到了天明，蛇游走后人们才敢过桥，此桥就称为蛇拦桥。
    后来村里有张八、张九兄弟俩，决心为百姓除害。
有一天天将晚时，二兄弟喝酒壮胆，身备刺刀，抱着献身精神，故意让大蛇将自己吞入肚中。
他俩在大蛇肚中用利剑刺破蛇肚，大战一场之后，蛇死了，两兄弟也奇迹般活着出来。
据说后来村人在桥边为张氏兄弟各建了井山庙和白云南庙，俗称八郎、九郎庙。
每年逢八月十六祭神、演戏，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P26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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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宁波水多，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棋布。
有水必有桥，宁波桥多也是不争的事实。
众多优美地躺在城区、乡野之间的大大小小老桥，是宁波人凝视自然的方式，也见证和记录着宁波这
座水城的地域和时代兴衰之史。
宁波人与老桥曾有着不解之缘，宁波人心中人人都有一份独特的“桥情结”。
    宁波老桥在先人生活之中不仅仅是路的延续和交通往来，而且与老桥相关的艺术、技术、环境风貌
、传说故事、诗词民谣、信仰禁忌等及建桥护桥的习俗有关，既是先民聪明才智和’民间科技的历史
结晶，又是勤劳善良的宁波先人留给今人的优秀精神文化遗产。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曾是“万桥之乡”的宁波，不少老桥正在逝去。
此种现象令人惋惜，因此，及时调研、抢救和修护老桥，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从1993年起，编著者在我市文化、交通部门及各县市区的城镇乡村热心干部和居民的支持协助下，爬
山涉水深入乡间，先后实地探寻调研了500余座幸存的主要老桥。
最近，又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深入进行，笔者有幸将调研成果汇编成册，即这本拙著《宁波老
桥》。
    衷心感谢曾经为本书的形成提供了许多帮助的朋友。
宁波晚报记者龚国荣先生为本书提供不少精美的图片，徐丹莎女士多次为我们提供了交通便利。
象山文管会夏乃平先生，宁海文史专家应可军先生、百梁桥严成春老人、张如荣先生，宁波市陆锋先
生，王汝南女士等，也为本书的形成费力甚多。
而诸君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保存地域文化的热忱，令人感动。
而成书之时，感谢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专家审定，宁波出版社沈建国先生及相关编辑的关照，三
言两语难尽感激之情。
    《宁波老桥》，既是今人记录历史、缅怀先人的见证，也以较多的篇幅研究和揭示老桥的人文意义
，激发今人的悠悠思古之情和殷殷护桥之心，并为此更加热爱故乡，钟情民俗文化，从而唤起有更多
的社会人士关心和保护老桥的安危。
尽管我们已经努力，但毕竟宁波陆地面积有近万平方公里，难免遗漏，图文之中也难免有疏忽不当，
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编著者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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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要了解宁波地方的桥文化，非从杨古城等人编写的《宁波老桥》入手不可。
本书首先简略扫描了宁波各县市的老桥，介绍了它们的百态千姿；然后，具体介绍了被评为十佳名桥
的风采；再是101座著名老桥的介绍；最后，是桥名文化，与桥有关的文学艺术，如桥联、诗歌、儿歌
、民谣、谚语、老话等，还介绍了与桥有关的各种民俗习惯。
可谓文学性、知识性、故事性均很强。
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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