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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江河湖海，穿越崇山峻岭，桥

梁建设，延伸着人们前行的脚步，激荡

着人们追梦的足音。

桥梁作为建筑的艺术，凝固时间、

镌刻历史。

桥梁的诞生与成长更反映着一个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水

平。甘南的桥正是我国桥梁建设的一

个美丽缩影。

甘南境内一江三河，河流密布。徜

徉于甘南大地，你会邂逅到很多桥，木

桥、简陋的石桥、彩虹般升腾于高原之

上的玛曲黄河大桥和卓尼洮河大桥、王

夏高速公路特大桥，还有茨日那村伸臂

木桥——仙人桥等。

这些桥，或矗立，或纵横，或跨越于

大河之上、群山之间，一如它们纽带般

的身形，连接着历史，牵动着文化，记述

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

行必有路，路必有桥。

翻开《甘南州志》，发现甘南桥梁建

造的历史非常久远。

早在十六国时期，吐谷浑曾在黄河

河首修建称河厉的伸臂木桥。此后，洮

河、白龙江、大夏河等河流上皆建有桥

梁，这些桥有伸臂木桥、木架桥、石墩木

面桥、索桥、冰桥。

伸臂木桥又称“握桥”，建造方法

是将大圆木层层叠压，从河两岸向河

心延伸，恰似两人伸臂握手。这种建

桥方法是吐谷浑河厉桥修建方法的延

续。至近代，甘南充分利用丰富的木

材资源，在洮河、大夏河等河流上建造

了多处握桥。

木架桥是近代以前甘南桥梁的主

要桥型。大都利用河岸土石作桥墩，上

架圆木桥梁而成。有些利用河中心凸

出礁石作桥墩，两边修建成两孔桥。临

潭县总寨乡羊化桥，就是利用河两岸岩

石和河中心礁石作墩建成的两孔木桥。

石墩木面桥以条石筑垒台墩，上面

架木梁木面，卓尼县城郊木耳洮河桥最

早是纯木结构桥梁，1914 年被洪水冲

毁后曾修复，1919 年又毁于洪水。卓

尼土司杨积庆采纳建议，修原木框架内

装石块的桥墩 3 个，木质桥面，取名“靖

安桥”，仍毁于洪水。

索桥又称溜索。以竹纤维结绳固

定于河床两岸，竹绳上悬挂木桶，行人

乘坐桶内，用绳索绑在腰部，双手扯着

竹绳徐徐过渡。每次仅限 1 人，不能携

带重物。白龙江自尼什峡以下至舟曲，

因水流湍急，河谷深险，故多设溜索。

冰桥，就是河水结冰而为桥。甘南

大部分地区为高寒山区，河面冰层坚

厚，人畜、车辆均可行于其上。

伸臂木桥、木架桥、石墩木面桥，大

都与木相关，易冲毁，而索桥、冰桥更难

称典型意义上的桥。“甘南境内结实的

桥梁大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

步建设的，尤其那些走向通衢大道的公

路桥。”甘南州交通运输局后吉红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兰

郎、两郎公路的修建，新建的部分桥梁，

大都是石台、木排、木桁架、八字撑式或

木面桥，属于临时式或半永久式桥梁。

1959 年改建的完夏公路和平石拱

桥，全长 34 米，是甘南州第一座永久式

桥梁。

1964 年建成的兰郎公路碌曲洮河

桥为钢筋混凝土悬臂四梁式桥，是甘南

州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甘南桥梁建

设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开始

向大型化、永久化方向发展。

近年来建成的有玛曲黄河特大桥、

卓尼洮河大桥、麻路洮河大桥、尤羌塘

沟特大桥等。这些现代化的桥梁，跨越

河流、草甸、山谷，加强了甘南与外部世

界的沟通，让人们更加便捷地欣赏九色

甘南。

二

就让我们从黄河首曲开始，去探访

甘南的桥，探访它们的建造历程和华彩

蝶变。

在“天下黄河第一弯”，黄河首曲第

一桥玛曲黄河大桥赫然矗立，还有跨越

甘青两省的玛曲黄河特大桥。

玛 曲 黄 河 大 桥 全 长 280 米 ，1979

年 8 月竣工通车，像一道长虹坐落黄河

九曲之首，结束了玛曲人民世代在黄河

上摆渡的历史。大桥位于玛曲县城南

4 公里，开建于 1976 年，1979 年通车，

历时 4 年零 4 个月，这是黄河首曲第一

座大型桥梁。

玛曲黄河大桥还成为这片高原的

美景之一。清晨，当你站立于玛曲黄河

大桥的西侧，等太阳升至拱面时，蔚为

壮观的“拱桥拓日”会让你震撼不已；黄

昏，在黄河桥边远望长河之水，夕阳渐

渐西沉，恰似落入黄河中，形成一幅“长

河落日”之图，分外动人。

从玛曲黄河大桥一路向前，就能看

到雄伟的玛曲黄河特大桥跨越于河流

之上，这是甘南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

咽喉”之一。2017 年 3 月玛曲黄河特

大桥开工，桥梁全长 1011 米。建设者

们在海拔 3600 米的高原披荆斩棘，艰

苦 作 业 ，大 桥 终 于 在 2020 年 1 月 通

车。这些桥在旅游开发、文化交流等方

面作用显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欣赏

甘南美景，美丽的“黄河第一湾”将因

“飞虹跨越”而更加迷人。

三

麻路洮河大桥是横跨洮河的较大

桥梁，为小半径 S 形曲线桥，北岸桥头

引 线 起 点 与 国 道 248 线 相 接 ，终 点 与

省 道 326 线 卓 尼 至 碌 曲 的 公 路 顺 接 ，

是国道 248 线江迭公路甘南境内的重

要组成部分，还是著名的“洛克之路”

的起点。

约瑟夫·洛克，美国植物学家，足

迹遍布全球。1925 年，为采集植物样

本，他三次来到迭部扎尕那，雪山、湖

水、蓝天、小木房、围栏中的牦牛绵羊、

傍晚时山谷间缭绕的炊烟，让洛克流

连忘返。洛克曾感叹：“我平生未见如

此绮丽的景色。”洛克走过之地如今成

为著名的“洛克之路”，连接起大片纯

净天然的美景。

麻路洮河大桥作为“洛克之路”的

重要节点，不仅为游客带来便捷，更成

为沿线村民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的主要

通道，使甘南自驾旅游经典路线“洛克

之路”更顺畅。沿路旖旎秀美的自然风

光光、、百年藏寨百年藏寨，，也让旅客流连忘返也让旅客流连忘返。。

城因水而灵秀城因水而灵秀，，河因桥而诗意河因桥而诗意。。卓卓

尼县城尼县城，，群山依偎群山依偎，，洮河穿城洮河穿城，，城中的几城中的几

座桥座桥，，如长虹卧波如长虹卧波，，让小城绚丽多姿让小城绚丽多姿。。

漫步于洮河两岸漫步于洮河两岸，，最引人注目的就最引人注目的就

是洮河大桥了是洮河大桥了。。这座于这座于 19711971 年建成的年建成的

第一座现代化桥梁第一座现代化桥梁，，将洮河的南北两岸将洮河的南北两岸

紧紧连在一起紧紧连在一起，，结束了人们靠木桥结束了人们靠木桥、、渡渡

船船、、铁索过河的历史铁索过河的历史。。

20182018 年年，，在洮河大桥原址上在洮河大桥原址上，，全长全长

150150..0909 米米、、双向四车道的新洮河大桥双向四车道的新洮河大桥

涅槃重生涅槃重生。。新洮河大桥从此成为县城新洮河大桥从此成为县城

的脊梁骨的脊梁骨，，大大改善了卓尼县城的交通大大改善了卓尼县城的交通

状况和路网结构状况和路网结构，，将洮河两岸连为一将洮河两岸连为一

体体。。每年四月每年四月，，丁香花开满卓尼街道丁香花开满卓尼街道，，

漫步于洮河大桥漫步于洮河大桥，，看洮河泛着粼粼波看洮河泛着粼粼波

光光，，滚滚东去滚滚东去。。大桥护栏上雕刻的几十大桥护栏上雕刻的几十

只狮子只狮子，，它们注视着河水静静流淌它们注视着河水静静流淌，，注注

视着无数过往的行人视着无数过往的行人，，注视着洮砚之注视着洮砚之

乡乡，，这片水墨山川这片水墨山川、、人文小城人文小城，，如乡愁般如乡愁般

进入人们的心里进入人们的心里。。

静立洮河大桥东望静立洮河大桥东望，，几百米外就是几百米外就是

著名的藏王廊桥著名的藏王廊桥。。这是甘肃省唯一一这是甘肃省唯一一

座跨河廊桥座跨河廊桥，，也是全国唯一一座藏式风也是全国唯一一座藏式风

格廊桥格廊桥。。欣赏藏王廊桥欣赏藏王廊桥，，可以是阳光晴可以是阳光晴

好的早上或午后好的早上或午后，，但最好是华灯初上的但最好是华灯初上的

夜晚夜晚，，五彩斑斓的灯火中五彩斑斓的灯火中，，洮河之上的洮河之上的

每一座桥都宛若仙境每一座桥都宛若仙境，，而藏王廊桥无疑而藏王廊桥无疑

是最热闹的所在是最热闹的所在，，在这里或欣赏美丽的在这里或欣赏美丽的

藏族舞蹈藏族舞蹈，，品尝各色藏家美食品尝各色藏家美食；；或倚栏或倚栏

而坐而坐，，欣赏卓尼夜晚的五彩灯火欣赏卓尼夜晚的五彩灯火，，此时此时

的洮河映照着这人间仙境的洮河映照着这人间仙境，，流波泛彩流波泛彩。。

卓尼的桥还有很多卓尼的桥还有很多，，木耳洮河大桥木耳洮河大桥

极大缩短了木耳村和古目次那的距离极大缩短了木耳村和古目次那的距离；；

叶儿洮河大桥叶儿洮河大桥、、奤盖洮河大桥延展了洮奤盖洮河大桥延展了洮

河滨河旅游风情线河滨河旅游风情线；；还有那卓尼县新城还有那卓尼县新城

区区““湖水蓝湖水蓝””的多洛桥的多洛桥、、““森林绿森林绿””的塔儿的塔儿

桥桥、、““柠檬黄柠檬黄””的加当桥的加当桥，，强烈的色彩对强烈的色彩对

比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比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四四

去往夏河的路上去往夏河的路上，，我问司机师傅我问司机师傅：：

““从合作到夏河需要多长时间从合作到夏河需要多长时间？？””

师傅说师傅说：：““从前得一个半小时从前得一个半小时，，现在现在

有了高速公路有了高速公路，，4040 多分钟就到了多分钟就到了。。””

近年来近年来，，甘南的高速公路建设加甘南的高速公路建设加

快快。。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SS3838 线甘南州王格线甘南州王格

尔塘至夏河尔塘至夏河（（桑科桑科））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夏河夏河

至桑科段正式通车至桑科段正式通车。。王夏高速作为省王夏高速作为省

级旅游高速公路级旅游高速公路，，是夏河县境内第一条是夏河县境内第一条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全线双向四车道全线双向四车道，，有桥梁有桥梁 3737

座座，，其中尤羌塘沟特大桥是王夏高速公其中尤羌塘沟特大桥是王夏高速公

路的特大桥之一路的特大桥之一。。

公路桥虽然不像河流之上的桥那公路桥虽然不像河流之上的桥那

样引人注目样引人注目、、秀美多姿秀美多姿，，但公路桥对于但公路桥对于

高速路的建设意义重大高速路的建设意义重大，，它们和隧道一它们和隧道一

起起，，成为高原地带高速路的标配成为高原地带高速路的标配。。一些一些

公路桥体量庞大公路桥体量庞大，，堪比跨河大桥堪比跨河大桥，，王夏王夏

高速尤羌塘沟特大桥和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尤羌塘沟特大桥和正在建设中的

卓合高速临潭特大桥就是如此卓合高速临潭特大桥就是如此。。

和甘南很多桥梁的建设一样和甘南很多桥梁的建设一样，，从打从打

下第一根桩到架起最后一片梁下第一根桩到架起最后一片梁，，建设者建设者

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相关部门还充分相关部门还充分

利用公路用工需求量大利用公路用工需求量大、、消费采购面广消费采购面广

的优势的优势，，建立产业车间建立产业车间，，灵活吸纳周边灵活吸纳周边

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群众参与项目建设，，拓展群众的就业渠拓展群众的就业渠

道道，，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甘南上千座桥梁甘南上千座桥梁，，不光跨越黄河不光跨越黄河、、

洮河洮河、、大夏河大夏河、、白龙江白龙江，，还跨越无数的山还跨越无数的山

谷谷、、沟壑沟壑。。纵览甘南桥梁建设的变迁纵览甘南桥梁建设的变迁，，

经历了由少到多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小到大，，由简易到由简易到

复杂复杂，，由临时到永久的过程由临时到永久的过程。。桥梁的建桥梁的建

设设，，也加速了区域人流也加速了区域人流、、物流物流、、信息流信息流、、

资金流快速流通资金流快速流通，，不仅沟通了内外不仅沟通了内外，，还还

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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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甘 谷 县 六 峰 镇 城 王 村 的

一座院子，空气中弥漫着木屑的芳

香，叮当凿木之声徐徐传来，甘谷

木雕传承人王勇及其徒弟几人正

在埋头忙着各自手中的活计。

甘谷县因其历史悠久、文明深

远而享誉陇上。甘谷人民也创造

了无数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民

间艺术，甘谷木雕就是其中一朵娇

艳的花朵。

漫步甘谷城乡，无论古宅，还

是新第，木质的门窗多有雕饰，檐

板也有彩绘或浮雕，庭院内方砖铺

地，种植树木花草，院门建有门楼，

飞檐斗拱。在大门门额上，都有一

幅木雕的立家宣言，大多题写“耕

读 第 ”“ 和 为 贵 ”“ 勤 俭 传 家 ”等 字

眼，彰显着甘谷独特的地域文化。

用木雕艺术装饰家具，也是民间手

工艺人乐此不疲的事。

1993 年，王勇结识了甘谷木雕

艺人何遂保，何遂保为他打开了一

扇木雕世界的大门。古老神奇的

木雕艺术震撼了他，那些他曾经认

为只能做桌椅门窗的木头，竟能雕

出精美的花鸟、走兽、风景、人物，

木雕作品的立体之美、工艺之巧令

他陶醉。于是，王勇师从何遂保，

开始学习甘谷传统木雕技法，也开

始了他从木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的奋斗之路。

1994 年，王勇只身前往福建长

乐县学习木雕技艺。凭借满腔的

热情和熟稔的木料处理手法，他很

快脱颖而出。

学 成 归 来 后 ，王 勇 走 访 甘 谷

及 周 边 区 县 主 要 的 古 建 筑 ，虚 心

请 教 木 雕 艺 人 ，他 的 木 雕 技 艺 大

为精进。

2011 年 11 月 ，甘 谷 木 雕 被 列

入第三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王勇成为甘谷木雕代表性传

承人。2017 年 3 月，王勇荣获“甘

肃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回 望 30 年 的 执 槌 创 作 ，王 勇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木 雕 艺 术 创 作 经

验 ，娴 熟 地 掌 握 了 圆 雕 、浮 雕 、透

雕等各类技艺手法。他的作品内

容丰富，涉及人物、动物、花鸟、山

水 、民 间 故 事 等 各 种 题 材 。 难 得

的 是 ，他 大 胆 吸 收 南 北 民 间 建 筑

木 雕 艺 术 之 精 华 ，在 精 益 求 精 的

创 作 过 程 中 ，形 成 了 自 己 独 特 的

创作风格。

在院子里，王勇介绍着他雕刻

的 一 件 件 作 品 及 其 背 后 的 故 事 ：

“木头是有生命的，无论是常见的

松木、柏木、梨木、桦木、核桃木，还

是较为名贵的檀香木、黄花梨木、

金丝楠木，它们都有自己的性格品

质。木雕，就要学会和木头相处，

摸清楚不同木材的脾性，用木头表

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 徐 媛

形神兼备木为器

在 一 间 十 多 平 方 米 的 玉 雕 工 作

室 里 ，伴 随 着 钻 具 的 阵 阵 摩 擦 声 ，一

个 精 致 的 玉 雕 作 品 在 尹 丽 珺 的 手 中

雏形初现。

今年五十多岁的尹丽珺是秦州区

玉雕技艺非遗传承人，醉心玉雕已有

21 年，从人物到花鸟走兽，经其手雕出

的作品有几千余件。

玉雕工艺是我国古老的雕刻技艺

之一。玉雕是玉石经加工雕琢而成的

精美工艺品。“从我有记忆起，父亲就

有做玉石雕刻的手艺，受其影响，我也

喜欢上了这门工艺。”回想起与玉的结

缘，尹丽珺至今记忆犹新。

2002 年起，尹丽珺逐渐将爱好变

成职业，正式涉足玉雕业。

为了在玉石雕刻艺术道路上走得

更宽广，尹丽珺只身寻访优秀玉雕大

师拜师学艺，精进技艺。多年来，她在

玉雕技艺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名

声也渐渐传了出去，慕名前来找她雕

刻或修复玉器的人也越来越多。

从审石、设计、打坯到精雕、抛光，

尹丽珺对待每一道工序都能做到细致

入微。她说：“当每件玉石原料拿到手

中后，我会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绞尽脑

汁设计方案，力求雕刻出来的作品能

被赋予‘生命’，惟妙惟肖。”

尹丽珺介绍，鸳鸯玉产于武山县

鸳鸯镇一带，是一种尖晶石矿物，因其

底色呈深浅不一的绿色，且纹样似蛇

纹、若 瀑 布 ，又 名 蛇 纹 石 玉 。 自 古 以

来，用其雕琢的器物中，以壁薄如纸、

晶莹剔透的夜光杯最为有名。

有一次，几位游客来到尹丽珺的

工作室，他们一边驻足欣赏鸳鸯玉雕

刻而成的茶杯，一边询问是否还有小

型的、便于携带的鸳鸯玉物件。

“游客说的话，久久在我脑海里挥

之不去。那段时间，每当有空闲时间，我

便会仔细琢磨，也尝试着设计制作了一

些茶桌上的小把玩。没想到，最后成功

了，而且我独创的工艺还成功申请了国

家专利，不仅继承创新了天水玉雕传统

技法，还极大提升了我玉雕工艺的水

平。”尹丽珺回忆着那段时光。

而尹丽珺所提到的独创工艺，便

是鸳鸯玉雕刻技法与金银错工艺镶嵌

相结合的“鸳鸯玉薄胎嵌丝”新工艺。

这个工艺能在 1 毫米厚的鸳鸯玉超薄

胎体上镶嵌 0.3 毫米的金银，胎体剩余

厚度仅为 0.7 毫米，属于鸳鸯玉嵌丝工

艺之创新。

尹丽珺说：“鸳鸯玉质地是鳞片状

的，易碎、很脆，我也是尝试过很多次

后，在技术、力度上才有了把握。”

尹丽珺怀揣着对玉的热爱，数十

年如一日，把雕玉技艺和创新理念一

刀 刀 刻 入 玉 石 中 。 随 着《文 明 之 源》

《童趣》等一系列作品的呈现，她在雕

琢鸳鸯玉的广阔空间里也闯出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2022 年被授予“甘肃

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 张彬霞

精雕细刻俏玉容

清晨的玛曲黄河大桥清晨的玛曲黄河大桥 看召加看召加

玛曲黄河特大桥玛曲黄河特大桥 王晨旭王晨旭

临合高速临合高速、、国道国道 213213线临合路线临合路、、省道省道 312312线王达路汇合地高架桥线王达路汇合地高架桥 后志良后志良

非遗
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