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八景“双桥烟雨” 因高铁

市民对目前的方案也有不同意见，

文保爱好者叶嘉良在痛惜拆除东桥的

同时提出了建议：

“公示的珠江大桥保护方案，所谓

的‘适应性改造’破坏历史建筑的完整

性和历史价值，令人关注。为何不利用

原东桥两侧的内环路放射线改造为公

铁两用大桥（上层公路，下层双线铁路）

以符合利用需要？”

还有多位市民提出了下面的建议：

能否在双桥北边或南边建新桥？能否

在东桥上架新的高架桥？能否改造现

有双桥为4线桥？

叶嘉良又质疑：

“广湛高铁自2019年动工，已兴建

多年，计划2025年通车，而动工这么多

年，现今才对珠江大桥的改造方案进行

公示，留待各方讨论改造的时间极少，

是否有迫使公众接受东桥‘适应性改造

’之嫌？”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2017年修订版第三十四条 建设

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

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尽可能实

施原址保护。

据新快报记者查阅，广湛高铁可行

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分别于2019年8

月、2020年5月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方案已

经确定路线是由广州站往西经珠江大

桥，珠江大桥全拆重建。为何迟至2022

年7月才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珠

江大桥的拆除方案？

据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说：

当初建设单位并不知道珠江大桥

是受保护的历史建筑，不能随意拆除。

迟至 2022 年 5 月在做施工前的环境调

查时，才得知珠江大桥是历史建筑。广

湛高铁项目只做了文物考古方面的调

查，并无进行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

新快报记者查阅《国铁集团 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

铁路初步设计的批复》，在“环境保护”

一项中，只有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噪声

治理、特殊结构声屏障设计、水环境治

理、文物保护、固体废物收集七点内容，

就是没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中的保护对象：历史建筑、历史文

化街区、名镇、名村的保护。

对于公示方案，经常往来于珠江大

桥东桥的市民更关心以后的出行：

市民罗女士担忧道：“桥拆了之后

我们还能怎么骑电动车去江对面，公路

桥上面又不能骑电动车，附近也没有其

他桥了。”罗女士担忧道。

也有市民对拆东桥流露出不舍：

“这高铁桥不能换一个地方建吗？

稍微错开一下或者直接架在原来的桥

上就好啦！”住在河沙的市民何先生说：

“我走这座桥走了二十多年了，对

它很有感情，而且我几乎每天都要骑电

动车走这座桥，拆了之后去对面就要更

麻烦了。”

对此，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

人士回应：东桥新建桥梁两侧加挂人

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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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首次对历史建筑迁移听证羊城八景之一“双桥烟雨”或因广湛
高铁的兴建而改观，已列入广州市历史建
筑名录保护的“双桥”——珠江大桥的东
桥将被拆除后建新高铁桥，其重要构件钢
桁架和两处上世纪30年代的老桥墩将被
异地保护，珠江大桥的西桥原址原状保
护。广湛高铁所涉珠江大桥历史建筑保
护方案征询意见（下称公示方案）于6日开
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示，公开征求意
见，并将于7月7日召开听证会。

这是广州自2014年实行历史建筑保
护制度以来第一个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
必须部分迁移、拆除的历史建筑，也是自
2016年实施《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以来第一个依法对迁移保护方案进
行听证的历史建筑。

珠江大桥在广州铁路发展史上价值重大
是广州人集体记忆

7月7日举行听证会 6月21日截止报名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文化

多重价值的珠江大桥保护眼下遇到了

“高铁进城”的挑战，据公示方案，“规划

建设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是构建沿海

高速铁路通道，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

带动作用，促进粤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需要，是广东省铁路机场重大

工程建设项目”。

“新建广湛高铁利用既有广茂铁路

通道进入广州站，其广州枢纽段须由原

二线普速铁路升级为四线高速铁路，涉

及的1处历史建筑（珠江大桥）需实施西

桥原址原状保护，东桥局部适应性改

造，部分构件异地保护”。

公示图显示，东桥将被四线高铁桥取

代，仅原址保留4处旧桥墩，被新桥墩以门

形包围，有一榀钢桁架及两处旧桥墩异地

保护于双桥之间的双桥公园。西桥与其两

侧的公路桥之间，新建两座二线高铁桥。

珠江大桥保护方案由广东广湛铁路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组织编制，

已经专家咨询会及专家评审会审议。

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2020修正）》第四十八条 历史建筑应

当实施原址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因建设国防设施等重大公共利益

需要，必须迁移或者拆除历史建筑的，

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文物行

政管理部门对迁移方案、补救措施等进

行论证、公示和听证，市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论证和听证意见作出是否迁移或

者拆除的决定，并按照规定报批。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

条 不得擅自拆除纳入保护名录的历

史建筑。因严重损坏难以修复或者因

公共利益需要确需拆除的，应当经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文物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制定补救

措施后，报省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拆除东桥后建4线高铁桥
西桥原址原状保护

珠江大桥于 1958 年 10 月 19 日动

工，1960年10月1日建成通车，大桥分

为东桥及西桥，东桥由中山八路跨越珠

江至大坦沙岛；西桥由大坦沙岛跨越珠

江接广佛公路和芳村大道，称“双桥”。

大桥中间是一条双轨铁路——广三铁

路，现为广茂铁路，通往湛江。

值得一提的是，珠江大桥在广州铁

路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是广三铁路与

粤汉铁路联通的历史见证，其前身是陈

济棠治粤期间于1933－1937年兴建的

跨江桥梁“西南大桥”，后因建造商破产

仅完成部分基础工程即停工。1958年

修建东桥时，采用了“西南大桥”的老桥

墩。西桥没有使用老桥墩（现在在西桥

南侧还可以看见废弃的老桥墩）。

珠江大桥修通后，打通了广州与西

南地区的铁路联系，实现了广东地区与

全国铁路联网，奠定了广州铁路核心枢

纽的地位。

1963年，珠江大桥入选新中国成立

后首次评选的“羊城八景”之一“双桥烟

雨”。围绕“双桥烟雨”，产生了大量诗

歌作品，粤剧名家陈笑风创作的同名粤

曲也广为流传，“双桥”成为独特的地区

文化。

建成初期，珠江大桥铁路两侧为机动

车道与人行道，大桥是来往芳村唯一的陆

路通道，是广佛一体化的重要见证。当年

修桥时，荔湾区出现了“家家无闲人”的修

桥境况，是广州人的集体记忆。

珠江大桥还是我国第一批完全自

主设计、自主生产、自主建造的钢桁架

桥，并首次运用了管柱穿岩技术，代表

了建国初期大跨度铁路桥梁建设的技

术水平。

2014年，珠江大桥被公布为广州市

第一批历史建筑。

根据历史建筑珠江大桥保护图则

保护要求，应保护桥梁主体结构，核心

价值要素为各向立面、钢桁架、钢桁梁

及钢筋砼T梁、人行桥面。

今年2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上

述方案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咨询会上专

家认为广湛高铁进城十分必要，应延续原

有的珠江桥风貌及记忆，最大限度地保护

现有的历史建筑。

根据专家意见，建设单位对保护方案

进行深化，并多次广泛征求专家及相关部

门意见，最终推荐“保西改东”方案：完整

保留西桥，在西桥和两侧公路桥之间各新

建一座双线高铁桥；对东桥进行适应性改

造，既满足通航要求，又最大限度地保留

了东桥旧桥墩，桥面改造为四线高铁桥，

并对东桥通航孔范围内的两个桥墩和桥

面的钢桁架就近保护和展示。同时对东

桥的形状提出了三种设计方案。该方案

可以较好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那为什么东桥不能像西桥一样在铁

路桥与公路桥之间建新桥呢？

相关负责人解释：新建双线桥的净宽

最小要求16米，西桥正好是17.02米，而东

桥只有6米。

今年4月25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组织了广湛高铁所涉珠江大桥历史建筑

保护方案评审会，会上对“保西改东”方案

进行了充分论证。

专家组认为，方案资料翔实，依据充分，

内容完整。基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的理念，结合历史建筑保护、航道及防

洪发展规划、广州铁路枢纽和高铁建设技术

要求、城市规划、社会稳定性、环境保护等方

面综合分析比选论证，形成意见如下：

1.“保西改东”方案较好平衡了历史

建筑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等多因素，原则

同意通过。建议进行优化设计，充分延续

“双桥烟雨”文化景观。

2. 在延续“双桥烟雨”文化景观这一

原则之下，也可对“东西皆改”方案开展探

讨，延续原有双桥的钢桁架形式，延续双

桥在民众心中的历史形象。

3.为体现既有珠江东桥历史风貌，东

桥改建方案建议采用“等高平行弦+同层

悬挂非机动车道”的桥式方案。

4.在确定方案后，迁移的珠江桥部分

构件可考虑迁至大坦沙岛公园，进行相关

历史文化展示；或将构件运用于附近的人

行桥。

据介绍，未来原址保护的西桥及大坦

沙岛上现有的广茂铁路将不再走火车，将

活化成慢行步径，从 1933 年的西桥老桥

墩——1960 年建成的西桥——1997 年建

成的双桥公园——2023年移建的桁架展

廊——2025年改建的高铁4线。

珠江大桥是广湛高铁惟一必经之选

吗？所经铁路为何必须二线改四线？“双

桥”为何只能保一拆一？

据广铁集团广湛高铁广佛段项目指

挥部，以及设计单位中铁第二勘察设计

院 项目总体负责人介绍，践行“高铁进

城”的理念，广湛高铁的起点选择在市中

心的广州站，经研究，最后选择从广州站

向西是最顺直的线路，也是贵广铁路、南

广铁路、广州南联络线、广佛肇城际所有

通过广湛铁路进入广州站、白云站最顺直

的线路。

珠江大桥所在的广州至三眼桥段正

是上述各线汇集之地，包括广湛高铁本身

共计10条线路的车流会通过该断面，预计

近/远期运量达到243/273对每日，达到四

线铁路运量规模，修建4线势在必行。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省部联合

批复的广湛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就是拆

除重建方案。

2022年7月，建设单位在向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征求意见时，相关负责人表

示：应当实施原址保护，因重大公共利益

需要，确需迁移或拆除的，需严格按照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要

求，开展科学论证，广泛听取专家和社会

公众意见。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中国铁路广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组织

召开了《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珠江桥

建设方案唯一性论证报告》专家评审会。

专家组意见如下：

一、结合历史建筑保护、航道发展

规划、广州铁路枢纽和高铁建设技术要

求、城市规划、社会稳定性、环境保护等

方面综合分析比选，利用既有广茂铁路

通道，拆除既有广茂铁路珠江桥扩建为

四线铁路桥的改扩建珠江桥方案是广

湛高铁引入广州中心城区唯一合理可

行的方案。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要求进一步加

强对珠江桥历史价值的挖掘和研究，对历

史建筑保护方案进行多方案比选，建设方

委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开展

了专项建筑保护论证工作，提出了一系列

涵盖“原址保护、部分原址保护、异地保

护”的三种类型，共计十个方案。

“保西改东”方案通过专家评审
新桥设计延续钢桁架历史风貌广湛高铁经珠江大桥进城最顺直

2线铁路改4线势在必行

就目前公示的方案，曾经参与咨询和评

审的专家意见不一，支持的专家普遍认为这

是一个经过几轮比较以后折中的方案，一位

曾参加过两次评审会的专家认为：

“如果这是高铁进城惟一的通道，最不

影响双桥的就是做隧道了，但做隧道又有别

的问题，隧道始终要出地面，周边楼盘密集，

所以估计很难搞隧道；如果拆双桥，建新的

高铁桥，那是最经济的，但对于历史保护做

得太少了。所以目前的方案是一个折中的

方案，有一个西桥留下来了，东桥又留下了

几个桥墩。有当年民国时期的桥墩，还有上

世纪50年代后建的老桥，又有2000年后建

的公路桥，这几个跟高铁桥并列，我觉得还

是很好的一个历史时间序列的呈现，城市的

年轮。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参加过咨询会和最后一次评审会的广

州市名城委专家委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院长曹劲表示：

“因为这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批复

了，选线也已经确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

方案算是面对现实的一个办法，尽量地把其中

一部分保护下来，保西拆东，首先是能够把西桥

保下来。另外‘双桥烟雨’是羊城八景，是广州

人的集体记忆，所以就要求拆东桥建新桥的时

候，也要跟人们心里的‘双桥烟雨’的印记，跟原

来的建筑意象、跟桥的形象相吻合，能够延续广

州人心目中的‘双桥烟雨’的文化景观。”

参加过咨询会及最后一次评审会、负责

推荐广州市历史建筑名录的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副教授张智敏认为：

“针对目前提供的多个对比方案，考虑

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原址保护历史建筑珠江

大桥本体的保护因素，高铁进中心城区以利

于城市发展的发展因素，工程造价和工期巨

大差异的经济性因素，珠江航道的通航要求

的航运因素，及高铁对桥梁结构要求的技术

因素，基于以上的因素综合考虑，目前已有

的方案中利用原有西桥间隙和东桥桥位兴

建入城四轨高铁大桥是一个优选方案。如

果不考虑造价和工期或者说差异不大，隧道

方案也是可以考虑的。”

反对的专家则强调珠江大桥的重大价

值，坚持保护优先，有些还提出了新的思路

与建议，参加过咨询会的一位专家认为：

“珠江大桥虽然只是历史建筑，但它是

珠江广州段上的第二座桥，它在广州城建史

和城市发展史上很有意义。海珠桥是连接

市中心到海珠区，珠江大桥是连接市中心到

芳村和南海，解决了广三线的跨江问题，历

史价值很大。我希望尽量不要去动它，不要

去改变它的形象，现在由两线变成四线，主

要的问题就是改变原来的形象，这其实是挺

不合适的，拆了太可惜了。”

参加过咨询会的原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

常务副会长史小予坚持要保护双桥，他说：

“我倾向于高铁不走珠江大桥，但他们

告诉我这个线路已经批复了，包括造价、时

间都不能改，后来所有的论证都是在线路已

经批复的前提下做的，如果走珠江大桥是唯

一合理的线路，那为何还要那么多专家开会

论证呢？

如果必须要走这条线路，可不可以加固

拓宽改造现有的双桥呢？建新的高铁走的

桥面？双桥的钢桁架也可以不换？又说不

行，已经论证过了不能加固。那为什么海珠

桥可以改造成六个车道呢？海珠桥旧桥还

是保留的，钢桁架也还是保留的。”

参加过咨询会的市规委会委员、市规

划协会会长施红平极力反对目前的方案，

他说：

“这次公示的双桥建设方案，没有公示

桥梁立面图，这是不妥的。我认为：

1.东桥原有桥墩不必拆，说不符合航道

规划要求不合理，不能用现在的规范来要

求历史建设。这样在原有桥墩跨度不变

的情况下，上部的梯型桁架梁就可以按原

来的高度和式样扩建而保持不变，尽量维

护原来“双桥烟雨”的双桥模样，尽量保持

历史样式。

2.在公示的东桥方案基础上，提高门型

桥墩高度，用骑跨的方式保留原东桥，功能

改为自行车、电动单车和行人使用。

3.西桥以维护维修加固为主，功能改为非

机动车、电动单车和行人行驶。两侧新建的铁

路桥，应采用与西桥一致的梯型钢桁架梁。”

除了在官网挂出公示，昨日，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还在官网挂出听证会

公告，决定于2023年7月7日（周五）9:30

在吉祥路80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附楼702会议室，举行广湛高铁珠江

大桥历史建筑保护方案听证会。听证

会代表可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推

选担任，申请参加听证会可下载申请表

并填报，并于2023年6月21日下班前邮

寄至吉祥路80号11楼广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名城保护处或发送至电子邮

箱：yufengzh@gz.gov.cn。

据悉，在听证会后，方案将被提交

到市名城委审议，若审议通过，将报市

政府同意后，由市规自局会同市文广旅

局上报省住建、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市民：建议将公路桥改成公铁两用桥，保护东桥
市规划局：新建东桥将加挂人行桥方便出行

支持者认为线路已定，是折中方案

反对者强调保护优先 建议保留东桥升级改造

专
家
意
见
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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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大桥 “保西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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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大桥保护方案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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