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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余年沧桑巨变，我们已不见“明朝的那些事”，以及桥面上的车水马龙。

而我们能看见的是古桥依然屹立，其雄壮气势依然长存。但毕竟历经400多年的

风雨飘摇，容露残喘。昨日下午，记者从省文物局获悉，明朝5座古桥昨日通过保

护规划，我省将对上坦大桥、屯溪老大桥、紫阳桥、万年桥、麟凤桥等明朝5桥进行

全面修复，使旧日古桥重放异彩。

桥名：上坦大桥，史称环溪桥

故事：古徽商为了生意能一

帆风顺，常常三五成群，从上坦村

撑竹排到河北边的文昌阁烧香拜

佛。据史料记载，有一次徽商在

文昌阁烧过香以后，忽然雷雨交

加，河水暴涨，徽商一时回不了村

庄，非常着急，后来就集资修建了

这座环溪桥。据考古专家介绍

说，根据桥上碑文分析，该桥是僧

侣参与捐资修建的一座桥，这对

研究宁国的宗教文化、社会发展

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价值：该桥也是宁国西南部

通往旌德的交通要道，现改为公

路桥，通乡村公路。此桥在几百

年的历史岁月中，经过洪水、地震

的洗礼，至今保存完好，而且在桥

型、建桥工艺、技术水平上都达到

了当时的高峰。

保护：根据方塘乡“十二五”

整体规划要求，恢复上坦大桥原

有的历史风貌，加强上坦河河道

整治，将打造成集旅游、休闲、水

上娱乐为一体的景观区。

修建时间：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所在地：宁国市西北部的上坦村上坦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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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张秀 张欣 朱欣 记

者 范竹标） 7 月 29 日上午 11时

许，正值午时高温，合肥市肥西城

关派出所巡逻民警在巢湖路段发

现一名老太太瘫坐在路边。巡逻

民警立即上前询问情况，面对民

警，老太太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回

家”，随后便抽泣起来。民警见天

气炎热，怕老太太情绪激动对身

体不好，于是立即将老太太搀扶

上警车带至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民警耐心与其交

流，得知老太太姓李，年近80岁，

系肥西县花岗镇一村民。李老太

早年丧偶，一人含辛茹苦地将6个

儿女拉扯大。如今长大成人、成

家立业的儿女们对于母亲却不愿

尽赡养义务。今年夏季，李老太

在花岗镇居住的房屋因年久失修

倒塌，其向子女求助却屡屡遭拒，

6个儿女没有一人愿意为老母亲

提供一个栖身场所，最终导致李

老太流落街头。

听完老人的哭诉，一场爱心救

助由此展开，民警立即着手寻找

老人几个子女。由于其儿女的户

口都迁移出去，民警通过系统查

询不出他们的联系方式。

后民警在老人随身的物品中

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几个手

机号码，经过询问了解到，几个号

码分别是老人的几个儿女的。 第

一个电话是李老太的大儿子，他

的回答是：“我不管”；第二个电话

是老人的小儿子的，一听说是派

出所的，电话就挂了，再也打不通

了；第三个电话是李某女儿的，她

的回答：“你找她儿子们去，我是

她女儿，我不管……”

老人被几个子女无情地拒之

门外后，民警准备将其暂时安置

到县福利院。但老人听到要到福

利院去时，表情十分痛苦，倒在地

上哭喊着：“我自己有儿有女，不

能到福利院去。我只想回家。”这

样的场面让人看了很心酸但更多

的却是无奈。

在进一步交流中，老人突然表

示想要到卞大郢去。原来，老人年

轻时一邻居婚嫁到卞大郢，在流浪

期间也在该邻居家居住过。看着

老人被民警送回来，当地的群众纷

纷围过来，谴责老人子女的不孝行

为。群众纷纷向民警表示，将老人

留在这里，他们会尽力照顾好的。

六个儿女养不了一个娘？

八旬老太流落街头 泪语“我想回家”

我省5座明朝古桥将全面修复
风雨四百年，昨通过保护规划

桥名：屯溪老大桥，又称镇海桥

故事：史料上记载，老大桥为

隆阜戴时亮所创建，到了 1676

年，因水毁重修。而1695年再遭

水毁，1699年再度重修，并命名

为“镇海桥”。近代著名文学家郁

达夫，1934年 5月，在他的《屯溪

夜泊记》中，曾把当年一桥两岸的

风貌，与“扬州春色”相媲美。

1982年 7月，被原屯溪市人民政

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1983

年，升高了老大桥两端路面，降低

坡度，车辆限载 13吨。1998年 4

月被黄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

价值：老大桥是屯溪历史重

要的建筑标志，是我省现存不可

多得的明代大型石拱桥之一，具

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保护：桥主体东、南、西、北各

5米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东、西、南、北各 20 米。桥面翻

修，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并完善其

周边环境整治，加强保护和维修。

修建时间：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

所在地：黄山市屯溪三江口，即新安江、率水、横江交汇处

桥名：紫阳桥，初名寿民桥

故事：紫阳桥北桥头上端距

离70米有明代建筑新安第一关，

为历代商旅到徽州府的主要关

口。桥上游有国家文物保护单

位渔梁坝，桥西有名山紫阳山，

山顶有寺庙一座，庙中有水井一

口，长年不枯；东面山脚有紫阳

书院，该书院为朱元璋时期所

建，为朱熹讲课场所，但清朝咸

丰、同治年间毁于战火，迄今未

复建毁，遗址尚在。

价值：该桥为八墩九孔石

桥。桥长 140 米，宽 10 米，高 14

米，所用石材为红砂岩，是古城歙

县最高最宽的石拱桥。该桥梁在

古徽州通往杭州之徽商“黄金水

道”的出航地及物资集散地，既方

便居民通行，又使商船不落帆桅

穿行，是研究古代桥梁的重要实

物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保护：现在划定保护范围为

桥东、南、北两侧各 50 米，西侧

3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

外，东、南、西、北各50米；列入黄

山市“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

用工程。

修建时间：明万历三十四年至四十二年间（1606年至1614年）

所在地：歙县徽城镇的紫阳村，在太平桥下游

桥名：万年桥

故事：该桥建于明万历元年

（1573年），9孔，长150余米，高10

米，宽6.7米。桥初建成时，任明

代兵部侍郎的歙县松明山人汪道

坤，曾赋《万年桥》诗一首：“使君一

则无锡东，驱石桥成利涉功，地踞

金汤三辅郡，天回砥柱万年同，参

差石势疑乌鹊，飘渺江流见白虹，

亭上至今留醉处，莲花面面似山

公。”该桥历经400多年，加之常年

受洪水侵蚀，出现墩台基础被淘

空，拱圈开裂，桥面沉陷的问题。

价值：万年桥建筑精美，结构

科学，桥体坚固，它独特的防洪及水

利科学技术提供了了解古代科学技

术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途径。万年桥

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徽

州建筑与交通设施的完美结合，是

技术、艺术和人生的融合再现，对研

究徽州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文物价值。

保护：将进行大修，修复后，

桥尾放置两个大石墩，禁止汽车

通行。

修建时间：明万历元年（1573年）

所在地：歙县北关村，歙城北门外

桥名：麟凤桥
修建时间：明末清初

所在地：黄山区仙源镇东门

故事：板石潭石刻在仙源镇

东麻川河北岸，东接麟凤桥，由五

个石刻题诗组成一个整体的古摩

崖石刻，与众乐亭、麟凤桥浑然一

体。板石上留有明代至民国墨客

骚人的清晰的诗刻尚有五首。

该桥自修成后，在 1879年曾

维修过，其间虽经历了“每遇春夏

洪流肆虐”的考验，但桥体仍基本

完好，是一座在皖南地区不可多

得的完整古桥。

价值：桥跨麻川河，条石垒

筑，六墩五孔，长 91.9 米，宽 7.65

米，高12米。桥面两旁有石栏板，

以68根石柱相连为栏杆，栏杆南

北两端制有抱鼓石各一对，桥东

之西侧还雕有石经幢柱1根，地面

刻有石钱纹1枚。此桥是古时徽

宁（徽州府——宁国府）往来要

道，也是皖南最宽的石拱古桥。

是皖南地区建制最大的多孔石拱

桥之一。

保护：黄山区政府每年落实

麟凤桥文物保护经费10万元，区

文物局、仙源镇政府自筹资金对

其进行保护、研究工作。

紫阳桥雄壮气势依旧（图片由省文物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