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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 ，自古以来就有 “岭东
雄郡”别称。 山多水多 ，是一大
特色。扼东江，阻五岭，守海疆，
护都府 ， 挟半城山色半城湖之
美景，傲然屹立南方边陲。

从桥的文化传承来看，安乐
享受不是惠州人的秉性 。 冲出
去，开拓一片新天地 ，才是这片
热土上留下的传统 。 面对山一
重、水一湾，“江湖”聚集，于是就
有一代又一代人披荆斩棘，逢山
开道，遇水搭桥的故事。 综观惠
州的桥，无论是建在江河上的合
生大桥、隆生大桥、中信大桥，还
是建在马路上的人行天桥、立交
桥、高架桥，其身形高大、敦实雄
壮，远看有神、近看有力，处处彰
显出雄武气魄。

用心体会惠州的桥，它不仅
是“天堑变通途”的通道，城市的
标志性建筑，更是发展理念的一
种体现， 内在修为的综合展示。
以惠州大桥为例， 遥想当年，因
为东江的阻隔 ，江南 、江北近在
咫尺 ，却是一贫一富 ，一个是城
市，一个是乡村。 两边行人货物
往来， 全靠渡船运输，“渡口所”
的名字便由此而生。 上世纪八十
年代 ，为改变这一面貌 ，当政者
没有望江兴叹， 而是积极作为，
亲自主持造桥 ，为官一任 ，造福
一方。 没有钱，大胆去借；没有人
才，积极去请；没有民工，发动群
众。 所有困难在“咬定目标”面前
都显得微不足道。 干，就能成事；
不干，什么都没有。 大桥建成了，
桀骜不驯的东江被踩在了脚下，
人流物流资金流，欢快畅通。 江
北犹如大鹏展翅， 一飞冲天，成
为今天发展最快的片区。

一桥雄起百桥兴 。 勤劳务
实的惠州人明白 ，筑路架桥 ，方
便的是他人，实惠的是自己。 于
是这些年来 ，以城市为中心 ，向
外辐射到的东江 、西枝江 、新开
河两岸 ，以及金山湖 、白鹭湖 、
红花湖周边 ， 凡准备开发的地
方，遇到水的阻隔 ，都纷纷架起
桥来。 就连乡下小溪小河，也在
修路架桥 ， 把 “养在深闺人未
识 ” 的自然美景逐步推送到世
人面前 。 桥 ，带动了发展 ，彰显
出全面开放的胸怀。

在惠州建桥 ， 更能体会到
有容乃大的超常气度。 建桥，需
要征地，需要居民搬迁。 据不完
全统计 ，这些年来 ，仅市区内因
建桥需要拆迁的人家就达 200
多户。 他们没有怨言，积极配合
建桥工作 。 在建设隆生大桥期
间，有个镜头曾让很多人感动 。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手拄拐
杖 ， 搬离祖上留下的老屋 。 她
说，造桥是行善积德的事 ，是写
在功德碑上的事 ， 人人都要作
贡献，不能借机发昧心财。 老人
的话 ， 说出了所有惠州人的心
声 。 正是有广大民众的理解包
容和支持 ， 隆生大桥才得以快
速推进 。 现在看隆生大桥的设
计 ， 两侧巨大弧形的桥拱憨态
可掬 、质朴单纯 ，不正是惠州包
容气度的象征吗？ 由桥及人，惠
州在多年前就提出了 “本地人 、
外地人 ， 到了惠州工作就是惠
州人 ；新客家 、老客家 ，到了惠
州就是一家人”。 这是惠州的城
市特质，也是惠州发展的基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
港珠澳大桥的建成 ， 体现了一
种精神 、一种能力和一种志气 。
惠州许许多多的桥 ， 从不同角
度、不同造型 、不同功能在展示
着同一种内涵 ，那就是 “岭东雄
郡”的雄武气魄。

惠州是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全
市范围内有多条河流， 惠城区更是被
东江穿城而过， 天然将城区分割为多
个片区。 以前没有修建那么多座桥时，
百姓只能靠小船过江， 不仅出行速度
慢，且极不方便。 从古时候的木桥、石
桥，到如今的钢筋混凝土现代化大桥，
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与城市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夕， 惠州开始动工建
设东江大桥西侧桥， 于 1981 年 1 月
22 日竣工运营。 东江大桥横跨东江，
是惠州境内东江上的第一座现代化大
桥。 1994 年又开始建设东江大桥东侧
桥，并于两年后完工通车。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汽车数量逐

年增加，大桥建设伊始的双向四车道，已
远不能满足通行需求。 2016 年 8 月 30
日起， 东江大桥由双向四车道调整为双
向六车道，但非机动车道亦相应变窄。

如今， 东江大桥每日车流量已达
20 万辆次， 全桥又难以满足城市发展
的需求了。 2019 年《惠州市区主要拥堵
点近期改善方案》透露，惠州计划在东
江大桥原有的整体桥梁两侧各增建新
桥， 组成双向十车道规模的过江通道，
目前扩建计划方案仍处于论证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 为缓解当时惠
阳地区（今惠州市惠城区）东江大桥通
行效率不高、 大量行人车辆仍依赖轮
渡过江等问题，惠州大桥应运而生。

惠州大桥的建成， 结束了惠州市
区东江两岸渡轮的历史， 将江南片区
和江北片区连起来， 使得惠州的交通
面貌焕然一新， 惠州大桥圆环形南引
桥也成为当时惠州的地标。

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东江
上又陆续飞架起中信大桥、合生大桥、
隆生大桥等。

同样作为连接惠城区江北街道与
江南街道的合生大桥，是进入 21 世纪
以来新修建的跨东江大桥。 除了传统
的交通通行功能外， 合生大桥兼具文
化审美功能， 与周边的东江流域和惠
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相融合， 成为惠州
的一个新地标。

惠州，怀抱西湖、金山湖、红花
湖，衣带东江、西枝江，集山、泉、湖、
海、岛为一体，可谓“半城山色半城
湖”。江多、湖多，自然桥也多。索桥、
梁桥、拱桥、栈桥，不一而足，每座桥
的背后都藏着一段故事。 其中，苏轼
寓惠期间资助兴建的“两桥一堤”，
历经多次修建屹立千年， 至今为惠
州民众提供便利。

犀带黄金换便民之桥
“宋代的惠州造桥技术就已相

当精湛。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
所长、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表示，据
《岭南科学技术史》记载，宋代广东
建造的桥梁， 一是用岩石砌成的石
桥，二是以木为墩支撑的木桥，三是

用舟船贯联的浮桥。 在惠州，北宋时
期由苏轼帮助一道一僧兴建的两桥
一堤———东新浮桥、 西新木桥与苏
堤———“构思之新颖， 用料之讲究，
技术之成熟， 堪称广东桥梁史上的
代表作”。

苏轼寓惠不久， 就发现惠州城
四面环水，出入不便，现存的桥梁质
量参差不齐， 不能满足群众日常生
活需要。 苏轼走访民间，发现不少民
众都有造新桥的诉求，有人力，也有
物力，就差一位带头人。 于是，他毅
然提出修筑“两桥一堤”，得到当地
官员的肯定与支持。

何志成介绍， 工程进行到一半
时资金不够， 苏轼毅然捐出了自己
那条皇帝御赐的犀带， 还向弟弟苏
辙去信求助。 苏辙和夫人闻讯，对兄

长的义举激赏不已， 也捐出了从前
朝廷赏赐的黄金。 见父母官如此慷
慨，惠州民众也慷慨解囊，凑齐了工
程款。

西新木桥曾使用百年
位于苏堤之上、 号称西湖六大

名桥之首的西新桥由栖禅院的希固
和尚主修。 此前，曾有一座长木桥横
跨西湖东西两岸，但由于用料不精，
技术较差，以致“屡作屡坏”。 在苏轼
的帮助下，和尚用土石“筑进两岸”，
再用罗浮山出产的“坚若铁石”的白
盐木为桥柱墩，桥上筑飞楼九间，气
势雄伟。

这座桥足足使用了一百年，至
南宋庆元二年（公元 1196 年），惠州

太守林复才将西新木桥改为石桥。
后来西新桥又经历多次重修， 现桥
是 1983 年修筑后的面貌。

“西新桥不但解决了湖上东西
两岸交通， 还成为西湖的一个游览
胜地。 ”何志成说。

东新浮桥屹立了九百年
惠州府城和县城， 被西枝江相

隔。 江上曾筑有木桥，后废坏，行人
以小舟渡江。 北宋绍圣三年（公元
1096 年），罗浮道士邓守安在苏轼帮
助下始建东新浮桥， 这是宋代粤东
江河上最早建起的浮桥。

此后， 两岸交通就靠这一座浮
桥，历代修葺不废，这一用就是九百
多年。 然而，这浮桥渐渐不能满足激

增的惠州民众的需要。 一旦洪水暴
涨， 浮桥就会被冲断， 两岸交通受
阻，形成“一水隔天涯”。

上世纪 30 年代，惠州本地商会
和民间团体成立了“东新桥筹建委
员会”，向当地人士、商店和海外侨
胞募捐建桥。 该桥直到 1938 年初才
完工。 但不到半年，该桥就落入日军
手中，不久被炸毁。

1939 年， 惠州工商界捐资在残
桥上用竹木料搭成木桥；1941 年 5
月，木桥再次被日军烧毁；当年惠州
民众再次捐资重建。 1942 年 1 月，日
军撤退时，又焚毁了东新桥木驳段。

抗战结束后， 惠州人民在残桥
基础上搭成人行桥维持交通。 新中
国成立后的 1953 年，全新的东新桥
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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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新“国保”鹤湖围
拟与南昆山捆绑开发

目前惠州国家级文保单位升至 3 个

详见 A26 版

又到一年岁末时
惠州人舌尖上的“年味”渐浓

传统“东江味道”
也在悄悄谋变

详见 A26 版

岭南之行绕道惠州
登山 5 日写下 18 篇诗文

大剧作家汤显祖的
罗浮山情结

详见 A27 版

爱的纠结，情的复杂
探入人性幽微
本期推出小小说专辑

详见 A28 版

【500 好汉争霸惠州武
林大会】上月 29 日，2019 年
惠州市第七届传统武术比赛
在博罗体育馆举办， 全市各
地约 500 人参赛。

惠 州惠新大道
跨东江大桥
即将通车 ！

该工程起点位于江
北惠博大道， 终点
为江南大道， 是连
接江北片区与江南
片区之间的重要通
道。 自 2016 年工程
进场施工以来，就备
受瞩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羊城晚报记
者在实地走访施工
现场时看到， 目前
惠新大道跨东江大
桥主体部分已基本
全部完成， 正处在
最后的检测验收阶
段。

中建四局惠新
大道项目部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惠新
大道跨东江大桥将
于今年春节前主线
通车， 而记者从惠
州市市政园林事务
中心了解到， 整条
惠新大道预计将于
今年 4 月份全线贯
通。 届时， 从惠城
江北片区到仲恺高
新区， 单程用时仅
需 20 分 钟 ， 与 之
前相比， 耗时缩短
半小时以上， 极大
方便惠州市民的交
通出行。

整条惠新大道预计今年 4 月全线贯通，届时从惠城江
北片区到仲恺高新区仅需 20 分钟，耗时缩短超半小时

惠州的桥
彰显雄武气魄

特约评论员 / 肖建国

惠州东江桥的变迁史历程回望

东江南北新增“快车道”
记者了解到， 惠新大道跨东江大

桥沿线服务区域主要为北三环和西三
环，在已有惠州大桥、合生大桥的基础
上， 进一步加强江北片区与江南片区
之间的交通联系。

“原来从江北到下角，走合生大桥
大概需要 20 分钟时间，惠新大道跨东
江大桥开通后，预计只要 5 分钟时间，
能大大方便江北、 江南片区的居民出
行。 ”惠州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设施管
理科副科长刘强如是说。

同时， 惠新大道跨东江大桥作为
惠新大道的一个重要节点工程， 通车
后将大大缓解东江大桥、 合生大桥及
仲恺大道的交通压力， 解决市区西南
方向的交通瓶颈问题。 大桥全线贯通
后， 江北往来仲恺高新区将缩短至少
40 分钟的行程。

走在尚未放行通车的惠新大道跨
东江大桥上， 记者感受到视野的开阔

和新桥的宏伟。 大桥全长约 958 米，桥
面总宽 42 米，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
60 公里。除机动车道外，双向均设有非
机动车道与人行道。

记者看到， 大桥上的机动车道和
非机动车道之间， 一路都有铁护栏分
隔开。 对此，中建四局惠新大道跨东江
大桥工区长杨欢解释说：“这样既能防
止机动车突然发生意外冲向非机动车
道和人行道， 也能规范非机动车的行
驶路线，将更安全。 ”

惠州首开 PPP 建桥新模式
作为项目的投资建设方，惠州中建

市政五路投资有限公司的专业管理人
员王渝北告诉记者，包括惠新大道跨东
江大桥在内的五项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是中建进入惠州的首批市政工程项目，
属于市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合作的 PPP
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在这种模式下， 鼓励社会资本与
政府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政府和企业都是全程参与， 双方合作
的时间更长，信息也更对称。

“之前惠州的桥梁建设都是财政
直接拨款，政府支出很大。 PPP 模式
能减少政府债务 。 ” 王渝北以惠新
大道跨东江大桥为例解释：该项目包
括三年半的建设施工期和八年的运
营维护期，政府在建设期不用支付任
何的款项，而是在运营期时以分期付

款的形式结算，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
政压力。

大交通网络正在加速成形
惠新大道跨东江大桥的建设，是

惠州大交通网络加速构建的一个小小
的缩影。

打造一流的交通环境， 是开放城市
的硬实力，惠州市以“对外大连通、对内
大循环”的思路畅通城市动脉，把交通体
系建设得更加方便快捷、四通八达。

除了东江上的数座桥梁之外，惠
州正建设珠三角千万级干线机场、更
新壮大港口， 连接大湾区城市群的轨
道交通网畅通， 使得惠州作为大湾区
东岸枢纽门户城市功能更加彰显，城
市整体交通环境更为优化。

2019 年 12 月 28 日，惠州市“丰”
字交通主框架暨 1 号公路（南北轴线）
建设动员会在赣深高铁惠州北站连接
线先行动工点举行主会场活动。 此次优
先启动建设的 1 号公路，是实现惠州由
江向海发展的重要举措。 通过“丰”字交
通主框架规划实施，惠州将实现交通串
组团、拓空间、带产业、建新城的发展目
标，推动惠州全面融入全省“一核一带
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

未来“丰”字交通主框架串起来的
大交通网络，将把惠州与广州、深圳、
东莞、河源、汕尾以及香港等周边城市
更紧密连接起来。

苏轼助力惠州建“两桥一堤”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文脉故事

【惠州机场城市候机楼启用】位于惠
州市区东平东兴一路的惠州机场城市候
机楼 1 月 1 日正式启用。 目前，候机楼与
惠州机场之间已开通两条公交线路接
驳，从候机楼到惠州机场约 40 分钟。

【惠州机场本月 20 日起可
直飞岳阳】 记者从吉祥航空获
悉， 该公司将于 1 月 20 日开通
惠州至湖南岳阳的直飞航班，班
期为每周一、三、五。

【博罗龙桥东江大桥改扩建工
程一期通车】上月 30 日，博罗交通
建设传来喜报：博罗龙桥东江大桥
改扩建工程一期通车，为现代交通
大格局构建注入新动力。

【《鹅城舞台秀 V》年度总决赛
冠军诞生】 上月 29 日晚，《鹅城舞
台秀 V》年度总决赛盛典在西湖大
剧院上演 ，12 强选手现场 PK，最
终年度冠军奖杯被李磊摘得。

桥面中间位置计划做成
人工绿化带 王锭铨 摄

航拍建设中的惠新大道跨东江大桥 罗志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