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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桥记录美好回忆

A 大桥见证幸福生活 C 更多中泰“连心桥”

链接

拉玛八世大桥的“连通”与“联通”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泰国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座座形
式不同的中泰“连心桥”在泰国
拔地而起。

泰国素万那普机场扩建项
目、清迈湄光水坝、曼谷南外环
全高架高速公路、曼谷市政府新
办公楼、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泰
国 M6 高速公路等一批重要民
生工程，均出自中国企业之手。
这些中国建造的民生项目，不仅
便利了当地百姓、给当地带来更
多就业机会，还成为重要的观光

打卡点。
其中，中国企业承建的泰国

素万那普机场扩建项目是泰国
“东部经济走廊”计划以及“泰国
4.0”经济战略重要民生工程之
一，有效改善了老航站楼客流量
压力过大的现状，助力泰国旅游
业发展。

一个个合作项目，见证着中
泰友谊，承载着双方人民对更加
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拉玛八世大桥下的体育
公园，随着足球场灯光熄灭，
颂 结 束 了 一 天 的 快 乐 生 活 。
走出公园，颂挥手告别了小伙
伴 ，并 扭 头 对 着 大 桥 说 了 句

“明天见”，随后便开心地朝家
的方向走去。此时的拉玛八
世大桥，桥上依旧车水马龙，
桥底依旧热闹非凡。

在 2003 年发行的面额 20
泰铢纸币背面，有一座气势磅
礴的大桥。这座大桥正是由中
国企业参与承建的拉玛八世
大桥。

大桥以泰国国王拉玛八世
命名，为单塔三索面不对称斜
拉桥，主塔为人字形，主桥长
475 米、高 175 米，是中国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在境外承建的第
一座斜拉桥工程。

拉玛八世大桥也是泰国第
一座非对称斜拉桥。相比湄南

河沿岸的其他桥梁，拉玛八世
大桥在设计上具有更高辨识
度。同时，作为王室资助项目，
拉玛八世大桥被视为泰国国王
送给泰国人民的礼物。泰国国
王曾 3 次亲临大桥施工现场，
察看建造进度。

2002 年 9月 20日，拉玛八
世大桥正式通车。泰国国王主
持了启用仪式，并向中国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颁发金质纪念
奖。大桥启用后极大地缓解了
周边交通拥堵问题。由于造型

独特，大桥成为曼谷新的旅游
景观，并于2003年成为泰国新
发行的20泰铢纸币的背景。

拉玛八世大桥桥面主体为
钢桁架结构，桥身非对称的斜
拉外形由一座气势宏伟的主
塔支撑，桥的两侧同时分列几
座稍小的塔，与主塔遥相呼
应。塔的主体为灰色和金色，
斜拉索呈纯金色，两种颜色搭
配起来更显威严雄伟。塔的
设计参考了许多泰国传统建
筑，融合了多种泰国文化元
素，如大桥塔腿底部的象脚形
围墙、塔腿之间的佛像轮廓、
大桥扶手上的拉玛八世莲花
图案等。

除了饱含传统文化元素外，
拉玛八世大桥也是一座富有现
代感的建筑。大桥简约大气，强
调实用性，兼具艺术感。此外，
与中国密切的联系也为大桥增
添了一丝别样风情。中国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中主要负
责主桥的施工，在主桥的护栏
和塔上，可以看到一些带有中
国特色的金色装饰。

入夜后的拉玛八世大桥尤
其美丽，桥上金色的灯光和周
围亮灯的建筑交相辉映，共同
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成为当
地民众和游客的心仪去处，许
多人慕名前往参观。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
亲在于心相通。中泰两国山水
相连、文化相通，“中泰一家亲”
始终是两国民间交流的主旋
律，“心联通”推动着共建“一带
一路”向高质量发展。

中 泰 有 着 上 千 年 的 友 好
交往历史。郑和下西洋时，船
队曾沿湄南河抵达今天的泰
国大城府。数百年来，从华人
移民融合到共建“一带一路”，
一代又一代中泰友好人士不
懈努力，“中泰一家亲”理念深
入人心。

泰国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唐人街上到处可见中华
文化元素；泰国的榴莲、香水
椰等成为中国的“网红”产品，
越来越多的泰剧在中国网络平
台热播……这些两国间的友好
互动场景成为新时代“中泰一
家亲”的生动注脚。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持续推进，两国从“中泰一家
亲”到“中泰命运共同体”,正不
断深化旅游、文化、教育、减贫
等领域的合作。

颂几乎每晚到拉玛八世大
桥下的体育公园踢足球，和小
伙伴们一起尽情挥洒汗水。

“我们就是在这里踢球认
识的。”颂指着身旁的另一位小
伙伴说。

“ 我 最 喜 欢 的 球 队 是 曼
联，我爸爸也是曼联的资深球
迷，我从小就看曼联的比赛。”
颂说。

谈到他们共同喜欢的足
球，颂和小伙伴们的话匣子打
开了，你一言我一语，兴奋地说

个不停。
当被问及喜欢足球的理由

时，颂说：“在球场上激烈的对
抗让我很兴奋，每一个精彩的传
切射门瞬间都让我热血沸腾。”

对于拉玛八世大桥，颂十
分熟悉。“桥上专门设有人行道
和自行车道，许多当地民众和
游客喜欢在这里散步、跑步、骑
车。同时，人们还可以在桥上
俯瞰宽阔壮丽的湄南河。湄南
河两岸绿树成荫，湿润凉爽的
河风扑面而来，即使是正午超

过 30 摄氏度也不会让人觉得
炎热。”颂介绍道。

“因为有了这座大桥，才有
了这个球场，我们才能聚在一
起踢球。”在颂看来，拉玛八世
大桥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交通上
的便利，更提供了一个聚会、游
乐的休闲场地。

颂表示，他非常感谢大桥
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在这里，
他和兴趣相投的伙伴一起组建
了球队，球队以拉玛八世大桥
命名。

美丽的湄南河河岸开阔，
碧波涟漪。河流穿过曼谷市
区，滋养着两岸人民，让满是钢
筋水泥建筑的城市多了几分婉
约的柔美。拉玛八世大桥横跨
湄南河，为曼谷这座城市增添
了几分灵秀和神韵。

“大桥不仅为曼谷交通带
来便利，还成为热门景点，同时
也是市民最喜爱的休闲场所。”
颂指着不远处的大桥说，“桥下
设有一些供休息的长椅，路边

还有不少商贩推着小推车贩卖
当地美食。在这里，泰式奶茶、
炒河粉等泰国小吃应有尽有、
物美价廉。”

湄南河最美的景色在夜
晚。入夜后，拉玛八世大桥金
色的灯光和周围亮灯的建筑交
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
画卷。人们既可以坐在河畔公
园的凉亭里欣赏夜景，也可以
吹着河风在桥上漫步，感受身
旁的车水马龙。

“拉玛八世大桥夜晚的灯
光十分迷人。”当地居民珍珠对
记者说，她居住的地方和工作
场所隔河相望，每天她都通过
大桥步行上下班，“下班后走在
桥上，吹着河风，看着桥畔的美
景，感觉特别惬意”。

珍珠说，拉玛八世大桥也
成了很多人到曼谷游玩的打卡
点，每当有外地朋友到访，她都
会带着朋友前来拍照打卡，留
下美好的回忆。

拉玛八世大桥融合中泰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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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位于泰国首都
曼谷的拉玛八世大桥迎来繁
忙时刻——桥上车水马龙，桥
下的体育公园人流如织。

羊城晚报特派泰国记者到
访时，大桥下的体育公园足球
场上，一群少年正进行一场激
烈的对抗赛。带球、勾脚、扭
腰、射门……身穿黄色球衣的
16岁少年颂在比赛中表现亮
眼，球场上传出阵阵欢呼声。

桥梁，是每座城市的记
忆名片。作为曼谷标志性的
交通要道，拉玛八世大桥由
中国企业参与承建，被印在
泰国20泰铢纸币上。这座气
势磅礴的斜拉大桥吸引众多
游客参观打卡，而大桥下的
体育公园也成为当地人的重
要休闲场所，承载了很多人
的生活记忆。

从“中泰一家亲”到“中泰命运共同体”

点睛

拉玛八世大桥下修建的公园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休闲场所

中国企业参与承建的大桥被印在
泰国20泰铢纸币上

曼谷城市景观

泰国著名旅游景点郑王庙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

湄南河沿岸风光

拉玛八世大桥于 2002 年通车，并于 2003 年成为 20 泰铢纸币的背景

印刷在 20 泰铢纸币上的拉玛八世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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