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里桥：七星之首

万里桥（即今南门大桥，俗称老南门大
桥），乃是蜀守李冰当年修建的著名的七桥之
一。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256年至公元前 251年
间，李冰率众修建都江堰，在郫江、检江二江之
上修建了七座桥，其中，“江桥、万里桥、市桥、
笮桥（夷里桥）略成长方形，像北斗七星之斗
杓；冲治桥、长升桥、永平桥大体连成一线，自
市桥西北斜出，像北斗七星之斗柄，故云‘上应
七星’”，统称七星桥。正所谓：“李冰造七桥，上
应七星。”（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万
里桥就是位居七星之首的长星桥，又称“笃泉
桥”。如今，七星桥中除了万里桥和笮桥外，其
余均因年代久远而难以稽考。

成都桥梁史上最著名的桥首推万里桥。蜀
汉建兴三年（公元 225年），诸葛亮决意与东吴
修好，便遣名臣费 出使东吴。临行时，诸葛亮
深感费 此次出使意义重大，便在万里桥头，
为身负重任的费 饯行。诸葛亮挽手相送，两
位名臣依依不舍，费 触景生情，感叹道：“万
里之行，始于此桥。”万里桥由此得名。因此万
里桥成为蜀汉与东吴恢复联盟关系的象征。

万里桥既是古代成都水陆交通的一个重
要起点站，又是一大名胜古迹，历史志籍记载
颇多，文人吟唱更是不绝于耳。素有“万里桥边
女校书”之称的唐代女诗人薛涛，就曾在此居
住，并为万里桥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万里桥头
独越吟，知凭文字写愁心。细侯风韵兼前事，不
止为舟也作霖。”（《和郭员外题万里桥》）无疑
给万里桥平添了几分诗意。

当年客居成都的杜甫，他心爱的草堂离万
里桥并不远。他曾在《狂夫》一诗中写道：“万里
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诗中的杜甫可
谓自得其乐，而他居住的草堂的方位以万里桥
来标识，由此可见万里桥在唐代的成都早已声
名显赫。杜甫的河南老乡、唐代诗人刘禹锡也
在《竹枝词九首·其四》中写道：“凭寄狂夫书一
纸，家住成都万里桥。”据新编《成都通史》介
绍：万里桥在唐代竟是“酒吧一条街”。那时，万
里桥边街市林立，茶馆酒楼，一派繁华。难怪那
么多唐代诗人住在万里桥边。

在成都文化史上，元人费著的《岁华纪丽
谱》素以记述宋代成都的民情风俗、游乐景观
著称，费著在书中以深情的笔调记载了万里桥
的胜景：二月二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
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清顺治三年（公
元 1646年），万里桥毁于兵火。康熙五年（公元
1666年）重修，桥上以楼屋遮盖，桥头题额：“武
侯饯费 处”，知府冀应熊书“万里桥”三字，刻
石于桥旁。乾隆五十年（公元 1785年），四川总
督李世杰修补万里桥，并改建为七孔拱桥。光
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华阳县马长卿捐资
重新营造和改善，两年后完工，桥上设市，称南
门大桥。清末，桥头南立石碑，碑上“万里桥”三
字，乃一代名臣、四川总督赵尔丰所书。

数百年风雨沧桑。1940年，在万里桥的下游
新修了新南门大桥，从此，万里桥便改称老南门
大桥。上世纪50年代初，将老南门大桥的拱形桥
面改建为混凝土平面。1988年，在维修老南门大
桥时，发现了许多古迹。当时的《成都晚报》报道
说，在西侧的桥基下先后发现了数百根圆木桩
和数十件条石、大量石板，此外，还发现了一些
铸铁熔块及秦汉时代的砖瓦等。1995年，为了适
应现代城市交通发展和防洪的需要，对清代所
建的桥墩进行了完全拆除。原桥移植至青羊横
街望仙桥处仿建，并保留了原来的形式。1996年
5月31日，新的老南门大桥正式通车。

万里桥原为石砌五孔桥，全长70米，宽7米，
桥面为青石板，栏板由44块三国故事的浮雕石板
组成，桥洞柱头上还有四个雕刻精美的花岗石龙
头。如今，在万里桥原址不仅新修了钢筋混凝土的
现代桥梁，桥面加宽了一倍多，而且，还在大桥之
上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跨桥。由此成为成都市
的南北交通枢纽之一。南桥头北侧新建起一座船
形大楼，远远望去有如即将启航的远航巨轮，成为
万里桥的标志性建筑。曾经繁华的水路码头、出城
要道，如今只留存了一个闲置的码头。远眺万里码
头，江水映衬着红灯，灯光随江波徐徐闪烁。

九眼桥：迎来送往

位于府河与南河两江汇合处的九眼桥，始

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年），古名“宏
济桥”，又名“镇江桥”，由当时布政使余一龙先
于南岸建回澜塔，塔成后监督造桥，万历二十
五年（公元1597年）竣工，曾是锦江上最大的一
座石拱桥。明天启年间，宏济桥改名为“镇江
桥”，意为镇住洪水。清乾隆五十年（公元 1785
年），由四川总督李世杰主持重修，将桥改为石
拱桥，工程浩大，历经数年才得以完工。因系石
栏杆、石桥面、桥下有九个桥洞，造型奇特，遂
名为“九眼桥”。

九眼桥自古为水码头，乃是古人送别的重
要场所。据说，当年川籍作家郭沫若从家乡乐
山沙湾到成都求学，就是乘船而上，在九眼桥
靠的岸。其实，历史上无数的江南才子上访成
都，并在西蜀采得文气，大多是在九眼桥上的
岸。

1988 年于九眼桥西侧新建交叉钢架水泥
预制桥，从桥基点起算，长约 120 米，宽 25 米，
桥北下端辟有汽车通道横贯东西，形成半立式
交叉桥。1992年冬日，历经四百年风雨的古九
眼桥在一片“该保留，还是该拆除”的争议声中
拆去。今天的九眼桥今非昔比：尽管距原址仅
1.9公里重建的九眼桥，尽可能地保留了明代建
筑风格的九孔石拱桥形象，但已失去了它原有
的古意。

已被拆除的九眼桥仍流传着一些有趣的
传说。“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有人识得破，
买尽成都府。”这首老成都的童谣自然与在成
都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的传说有关。据说，
张献忠兵败逃离成都时，因情势急迫，乘船走
水路，由于船负重不了太多财物，无奈之下，便
把大量的金银细软埋在九眼桥下的水中,并用
石牛和石鼓作记号。后来，确实在九眼桥附近
有“大顺通宝”之类的宝贝出土，但是，远远不
够买成都府，石牛静卧江畔，大西政权的财宝
或许依然沉睡在九眼桥下……

青石桥：市井流年

说起位于盐市口的青石桥，就不能不提成
都的一条重要的河——金河。金河，开凿于唐
代中期。唐宣宗大中年间，在时任西川节度使
兼成都府尹白敏中（公元 792 年-861 年）的主
持下，在成都城西南开渠，从城西郫江分水入
石犀溪处，自西向东与郫江平行，横贯城区南
部，在东边汇入解玉溪，然后汇入检江。再往
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公元 821年-887年）
修筑罗城时，同时规划了两江，导致郫江东流，
金河水断流，便重新开系濠水入城，从此，金河
水一流就是上千年，成都城中，尤其是城南的
生活用水与物资运输，大多仰仗金河水路。当
代金河的河道是明嘉靖十五年（公元 1566年）
在四川巡抚谭纶和成都知府刘侃的主持下，对
金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之后确定下来
的，当时的河道宽约10米，深过3米。

虽然金河不宽，但却灵活便捷。金河开通
之后，为了方便交通，便在河上架起不少桥梁，
数量有 20多座，蔚为壮观。如成都人耳熟能详
的卧龙桥、通顺桥，当然也包括更为出名的青
石桥，都曾经是横跨在金河上的桥梁，终日人
来人往，商旅不息。青石桥正是清代金河在市
中心的主要码头，外来物资的输送大多要经过
这里，天长日久便成了成都市中心最重要的早
市，蔬菜粮油、鸡鸭禽肉，是青石桥的主角；农
产副食是青石桥的主题。

青石桥又叫“龟化桥”。据传，当年为修筑
成都城的纵横家张仪指点迷津的那只神龟，在
画出建城线路后，就是在此飞升的，所以叫“龟
化”，在此修桥，顾名思义叫“龟化桥”。这个见
于晋人干宝所著的《搜神记》中的传说或许是
无稽之谈，但至少说明，青石桥的位置便是秦
代成都大城的东南角。据说，青石桥在宋代还
是我国官方木版刻书的发祥地、集散地，多以
教科书为主，所出书籍运往包含四川、云南、贵
州三省在内的西南广大地区。

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龟化桥得
以重建，修筑时，用红砂石为主料，但桥面使用
的则是能经受车轮碾压的岷山青石。据说，青
石是用木筏沿岷江顺流而下运抵成都的。那
时，成都的桥梁修好之后，还要举行“踩桥”仪
式，当时的四川巡抚便将龟化桥更名为“青石
桥”。彼时的青石桥还是一座能为往来行人遮
风挡雨的廊桥，直至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
维修时，才将桥上的廊屋拆除。据史料记载，辛

亥革命时保路运动中的同志军正是从青石桥
出发进攻督院的，当年的情景可谓气吞山河。

送仙桥：“神仙”出没

旧时的成都，道教文化颇为盛行。相传农
历二月十五是太上老君生日，每年都要在青羊
宫举办庙会。青羊宫的庙会不仅凡夫俗子要
赶，就连神仙也要赶。每年这一天，各路神仙总
是东边来，西边走，因此，人们便早上跑来东边
迎，傍晚跑去西边送。于是，西边这座送仙桥就
得了名，同时得名的，还有东边的遇仙桥和望
仙桥。这“一迎一送”的景点，可谓相映成趣，留
给人无限的遐想。

据说有人在此桥上曾经看到过神仙，故名
“送仙桥”。送仙桥即锦江南河桥。相传在唐代
（亦有说是宋代）有一年元宵节前后的一个月，
在青羊宫举办灯会，盛况空前，十分热闹。一天
清晨，有位秀才漫步在锦江南河桥时，奇怪地
看到有两个人在桥墩石上一上一下睡觉，上面
那个人的口水正好流到下面那个人的嘴里，不
禁脱口说出：“此为‘吕’字也。”旁边游人仔细
一瞧：“嘿，这不正是八洞金仙吕洞宾吗？想不
到，他也来青羊宫观灯赏花不成？”游人争相观
看，两位“睡仙”在晨雾中渐渐地飘浮起来，随
即便无影无踪。这段成都城市文化史上的佳
话，广为流传，致使送仙桥及桥名保留至今。一
千多年过去了，成都民间还流传着元宵节前后
到送仙桥一带可以见到八仙的传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送仙桥，乃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翻修后的模样，十余米长的石桥横跨在小
小的摸底河上，桥栏上的神仙浮雕，让人依稀
想到当年的神仙。然而，细数桥之初始，竟难以
追溯其年代。只知道千余年过去了，几经修葺，
拱桥变平桥，亘古不变的，唯有那“送仙”的传
说。

十二桥：谦逊如斯

据史料记载，旧时的金河上有二十四桥，
但此桥却名为“十二桥”。十二桥修建于公元
1913-1915年间，当时建的是一座木桥（篷桥），
按当时附城各桥顺序定名。据成都民俗专家袁
庭栋先生讲：“这座桥之所以取名‘十二桥’，是
因为这座桥周围的景色不错，有人提出‘取扬
州二十四桥之半’。”成都人谦虚，又饱读诗书，
不掠人之美，便说自己只及扬州风月之一半，
故称此桥为“十二桥”。另一说：年有十二月，日
有十二时，经年累月，周而复始，桥名“十二”，
寓意岁月循环，经久不变。数年后，木桥被改造
成廊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修 132公路，
廊桥遂改造为石墩桥。十二桥真正为世人熟
知，乃是因为成都解放前夕在十二桥附近牺牲
的烈士。1949年 12月，国民党特务将关押在成
都将军衙门内的30多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
爱国青年学生，杀害于通惠门外十二桥附近，
史称“十二桥惨案”。

此外，十二桥还有一处著名的古蜀文明
（距今大约3100-2600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
代晚期至春秋晚期）遗址——十二桥遗址。其
干栏式建筑群乃是我国商代木结构建筑中迄
今所知地面部分结构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如
今，当年金河上的二十四桥，除了人民公园（原
少城公园）内尚存两、三座外，其余的均已不复
存在，或者徒留地名而已，令人唏嘘感叹。我们
现在看到的十二桥，也早已不再是原来的十二
桥，而是修建蜀都大道时拓宽后的车水马龙的
十二桥了。

驷马桥：高车大马

横跨沙河的驷马桥，位于成都城北，相传
为蜀守李冰所建，秦汉时，沙河叫凤凰水，因上
古仙人张伯子在此骑赤纹虎升仙，后又改名为

“升仙水”，人们在张伯子升仙的地方架起了一
道桥，故名“升仙桥”。因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
如的故事而闻名。原为木桥，现已无存。相传当
年家境贫寒，不为人所看重的司马相如赴长安
求取功名途经升仙桥时，在道旁的茅草客栈里
与结婚三年的妻子卓文君依依惜别。《华阳国
志·蜀志》载：“（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
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高
车驷马，不过汝下’。”后来，司马相如功成名
就，果然乘着驷马高车衣锦还乡，兑现了自己

的豪言壮语。为了纪念志存高远、励精图治的
司马相如，后人便将升仙桥改名为“驷马桥”。

千百年来，驷马桥经历了天上人间的渲染
流传，又是成都北上的咽喉要道，名气可谓如
日中天。1931年，流落四川的北洋军阀吴佩孚，
转遍大半个四川之后，准备打道回府。7 月 12
日，吴佩孚从潼川来到新都，打算在新都小住
一日就去青城山。邓锡侯、田颂尧得知，随即派
人请吴佩孚来成都。7月 16日，邓、田二人亲自
到驷马桥迎接吴佩孚。道路两旁排列整齐的军
乐队高奏军乐……像成都众多古桥一样，驷马
桥也是命运多舛。上世纪 50年代，驷马桥因修
成渝铁路，沙河改道而废。70年代，古驷马桥南
300余米处建新桥，仍用旧名。至今仍是成都北
上的必经之地。新建的驷马桥是一座面貌焕然
一新的立交桥，桥上是成渝铁路的铁轨，桥下
供众生穿越。

洗面桥：缅怀故人

作为三国蜀汉政权的政治中心，成都自然
保留着许多三国的文化遗迹或痕迹，比如洗面
桥。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关羽大
意失荆州，败走麦城，在当阳被吴兵所害，身首
异处。痛失爱将的刘备只能将关羽的衣冠迎回
成都，念昔日桃园结义之情，便在锦官城南筑
设庙宇，将关羽衣冠供奉其中，以示纪念，故名
衣冠庙。每次，刘备带人到衣冠庙祭拜关羽，都
会在衣冠庙前的小河桥边下马，整装洗面，以
示对亡者的尊敬，洗面桥由此得名。

如果历史上的洗面桥保存至今，桥龄至少
可达 1800岁，因为，公元 214年，刘备入主成都
时，洗面桥就已经存在，也许它原来不叫这个
名字。刘备来了，洗面桥沾上了帝王的气息，因
此变得生动鲜活起来。如今洗面桥也只剩下一
座异地重建的小桥，而衣冠庙早已荡然无存，
古洗面桥处只留下刘备洗面的铜雕。

安顺廊桥：繁华旧梦

在成都大大小小的桥梁中，最早具有国际
影响的当首推锦江之上的安顺桥。当年，意大利
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取道秦岭，经广元来到成
都。他在《马可·波罗行纪·成都府》中写道：“有
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深，广半
哩，长延至于海洋，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
其名曰江水。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
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
无有能想象其盛者。……城内川上有一大桥，用
石建筑，宽八步，长半哩。桥上两旁，列有大理石
柱，上承桥顶。盖自此端达彼端，有一木制桥顶，
甚坚，绘画颜色鲜明。桥上有房屋不少，商贾工
匠列肆执艺于其中。”这就是著名的安顺廊桥。

古安顺桥的原址在新南门大桥的下游，原
名“长虹桥”，它的初建时间已难以考证。史料
只记载了清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华阳县
令安洪德在此重修了一座以石为基的木结构
风雨廊桥，并亲自题匾，将桥命名为“安顺”。这
里曾是锦江上一处重要的水码头，许多人在此
迎来送往。

1947年7月，一场特大洪水席卷成都，古安
顺桥被冲毁。此后的三十多年岁月，这里就只
剩下一座简易的石桥。即便如此，噩梦仍纠缠
着安顺桥，1981年泛滥的锦江，彻底让命运多
舛的安顺桥荡然无存。2002年，为了开辟城市
东面的旅游区，在合江亭下游新建了一座规模
宏大的廊桥，名为安顺廊桥，就是沿袭老的安
顺廊桥而来。但桥上不再有当年马可·波罗笔
下来往的客商。每当夜幕降临，古色古香的安
顺廊桥上，亭阁层叠繁复，在清波的流淌中回
转倒影，衬托着两岸青翠的垂柳，为广大成都
市民和远道而来的游客呈现成都最美的夜景。

其实，在碧波荡漾的锦江上，从九眼桥溯
流而上，除安顺廊桥、万里桥外，还有新南门大
桥、彩虹桥（原名“柳阴桥”）、虹桥、沧浪桥、百
花潭桥、风雨廊桥，以及位于二环路上的西南
地区首座自锚式悬索桥——清水河大桥等大
大小小许多桥，其中，有的桥是改革开放后新
建的，有的桥古已有之，因年久失修又原址重
建。我在锦江边多次走访，发现一个有趣的现
象，每年除禁渔期外，锦江边（尤其是靠近每个
桥的桥头）都有垂钓者。这些垂钓者并不在乎
能钓多少条鱼，仅以此打发闲暇时光。这成了
锦江的又一道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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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流绕蜀城：成都的桥
□ 王平玉/文 黄金国/图

“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李
白《送友人入蜀》）曾几何时，成都这座
因水而生、伴水而兴的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被西方人誉为“世界尽头的大城
市”，誉为“东方水城”、“东方威尼斯”，
让无数西方人对这座近乎神秘的东方
城市充满了向往。有着2300多年城市
文明史的成都，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曾
有过“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往来碧波
中”的水城风貌。那时的成都城外府
河、南河两江环绕，城内金水河、御河
穿城而过，城内外沟渠纵横，湖、塘、
堰、池，星罗棋布，完全可以媲美江南
水乡。有水就有桥，桥和水由此构成了
老成都最为浪漫、最为壮丽的城市风
貌与人文景观。

据被誉为清末成都“百科全书”的
《成都通览》（傅崇炬/著）记载：清末民
初，成都有名可考、有址可寻的桥共有
192座。这是一个蔚为大观的数字。这
些大大小小的桥中，有拱桥、平桥，还
有不少廊桥。就材质而言，则石桥、木
桥、竹桥、铁桥……应有尽有。在老成
都人小桥流水的记忆中，他们仿佛时
时刻刻行走在一座座桥上：万里桥、九
眼桥、驷马桥、洗面桥、安顺桥、青石
桥、送仙桥、十二桥、平安桥、磨子桥
……桥，成了老成都人城市记忆中最
为抒情、最为浪漫的部分。

浣花溪百花潭公园沧浪桥

成都安顺廊桥

万里桥老照片（王平玉 供图）

二十世纪初的九眼桥（王平玉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