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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兰州段谁架第一桥

兰州位于黄河上游，“地居南北之中，

为东西咽喉扼塞”。自古以来，黄河天险，

水急浪漩难行船。在黄河上架一座永久

性的桥梁，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

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军情火急而

又深受河流阻断交通之苦的陕甘总督

左宗棠就想在兰州修建黄河铁桥，他

曾与洋商福克洽谈，因对方索价过高，

没有谈成。

1906年，德商天津实业泰来洋行经

理喀佑斯来甘肃游历，适逢清政府“实行

新政”，开办洋务，时任陕甘总督升允即

委派兰州道兼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彭

英甲与喀佑斯洽谈修桥事宜。经过再三

商议，当年 10 月，彭英甲等与喀佑斯正

式签订包修兰州黄河铁桥合同。

按合同规定，修建兰州黄河铁桥

的料件必须于 1907 年五月全部运到

兰 州 。 然 而 ，桥 料 的 运 输 极 其 艰 难 。

造桥所用的桁架钢材构件、水泥及各

种器材设备等均由泰来洋行从德国购

置，装上轮船海运抵中国天津，经京丰

铁路至丰台，再转京汉铁路运至河南

郑州，最后由郑州运至兰州。

据 甘 肃 洋 务 局 桥 料 运 费 清 册 记

载，转运的铁桥建材总共重 228.15 万

斤。如此大量桥料，且不说由德国到

中国的路程，仅从天津运到兰州就前

后历时 21 个月，其中由西安转运兰州

历时 17 个月，花费银子 4 万多两。

铁路运输问题不大，最难的是从郑

州到兰州，没有一寸铁路，只有一条窄而

不平的大车道，都是马车运输。每一辆

马车装载 1500斤，1100余里的路程，各

由数百辆运料车分批列队行进。途遇阴

雨，道路泥泞，尤其是洛阳以西的多处崎

岖羊肠小道，逢雨雪天比蜀道还难行。

从西安转运兰州，马车的运价比

由豫至陕的运价高。每车装料一般都

超过 2000 斤，每批上路的车辆均由沿

途各州、县、营派出兵丁和干役，按照

该管驿站轮接、护送。

就这样走走停停，两百多万斤重的

建桥材料，分 36 批，辗转数千里，几经

周折，至 1909 年正月底终于完整地运

来兰州。此举被誉为运输业一个奇迹。

百年前铁桥施工场景

1908 年四月初十，铁桥建设工程

正式开工。

由承包商请来美国桥梁工程师满

宝本做的铁桥设计，精细规范。泰来

洋行派来一个叫德罗的德国工程师负

责收管材料、统计施工进度等。原有

的镇远浮桥为施工现场操作和运料提

供了方便，两座高出水面的三角形工

程架就立在浮桥两侧，工程架的顶端系

了一条横空穿越南北两岸的钢丝绳，牵

引着浮游于河面的工程船往来运作。

开工之时，黄河水深约 2.6 米，距

水面约 6 米就挖到了基岩，挖去基岩分

化层后下铁船（沉箱）。浇铸桥墩时，

先将开口式沉箱下到距河面 6 米深的

河底砂质基岩上，中间竖铁管、钢筋，

起重机吊运混凝土进行浇铸。4 个桥

墩，先做黄河南一侧的，继为黄河北一

侧的，再做河心的两个桥墩，之后把 5

孔钢桁架安装在桥墩上。

铁桥结构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构

造是穿式钢桁架，5 孔，每孔跨径 45.9

米，全长 243 米。行车道宽 6 米，两侧

各有 1 米宽的人行道，总宽 8.36 米。穿

式桁架高 5.1 米，桥架横梁为钢梁，栏

杆由角铁及钢管焊接而成。下部是墩

台构造。南北两岸桥台是水泥砂浆砌

条石，中间 4 个桥墩是高强快凝水泥砌

料石重力式桥墩。

铁桥是用进口鱼油和红色膏兑松

香 水 油 饰 的 ，色 泽 明 亮 且 耐 风 雨 侵

蚀。桥面上下的螺丝钉均涂白粉油打

上记号。修桥得到了多方协作配合，

施工急用的 400 多根木杆和桁条松木

来自本省部分府县。炉齿、铁轮、配件

等由比利时人林阿德帮办的皋兰官铁

厂铸造。做麻绳用的 1 万多斤大麻是

从 河 州 、华 亭 、永 登 及 兰 州 等 地 买 来

的。工地所需铆钉断货，从天津购运

最快也得一个多月。泰来洋行的德罗

即向省城军诫局告急求援，军诫局很

快从库存中调济解决了。

铁 桥 自 1908 年 四 月 初 十 正 式 开

工，经过建桥员工 16 个月的苦干，于

1909 年七月初四竣工验收通车。工程

比合同期提前两个月完成。修建兰州

黄河铁桥总共花费白银 30 多万两。

铁桥竣工后，南北两岸铺砌了石

条。在桥的两端各建了一座中国古典

式牌厦，两面悬挂匾额“第一桥”，还有

“九曲安澜”“三边利济”匾各一块，楹

联分别为：“曾经沧海千层浪；又上黄

河第一桥。天险化康衢直入海市楼中

现不住法；河蠕开画本安得云梯天外

作如是观。”

陕甘总督升允亲自撰文并书写了

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一弯美丽的

钢 铁 彩 虹 横 跨 在 白 塔 山 脚 下 的 波 涛

上，凝聚着清朝末年地方官员和修桥

人员的智慧与汗水。从此黄河天堑变

通途，为兰州人民以及众多南来北往

的兵骑、商贾、旅人解除了往昔船渡筏

渡的麻烦与危险。

经历百年风雨铁桥风采依旧

按合同规定，铁桥自完工之日计

算，保固期 80 年。悠悠岁月中，铁桥能

够比合同规定的保固期超期服役，谈

何容易！

1928 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黄河

铁桥更名为“中山桥”。1940 年，铁桥

进行大修。1949 年 8 月 26 日，兰州解

放。在兰州战役中，炮弹击中国民党

军队正在通过黄河铁桥的两辆军车，

车上弹药爆炸，引起大火，致使铁桥南

端两孔 18 节木桥面全部烧毁，一根斜

拉杆被炮火击断。中国人民解放军经

过 8 天 9 夜的抢修后，铁桥最终修通。

1950 年 ，铁 桥 的 桥 墩 出 现 裂 缝 。

西北公路局立即派工程技术人员用钢

筋混凝土把裂缝箍上，并严格控制行

车速度和载重量。1951 年冬，请来苏

联专家别路包诺夫考察铁桥，他发现

桥架受伤部位及炮弹伤痕以南端两孔

最为严重，重车过桥左右摆动是因为

载重超过了桥的负荷能力。他提出的

方案就是在原桥上加拱架。

当时的交通部核准加固工程费 60

万元。兰州选调技工 116 人，雇用普工

142 人。加固工程从 1954 年 4 月 1 日

开工，同年 6 月 12 日完工。从此，原本

铁桥的梯形平顶钢架变成了现在这样

的弧形钢架梁。加固后的铁桥，提高

了桥梁刚度，更换了桥面木板，铺设沥

青桥面，修葺一新，可以双车对开，载

重由 8 吨增加到 10 吨。

铁桥加固期间，在桥的下游用牛

皮筏子搭设了一座 248 米长的临时浮

桥供行人过河。铁桥中断通行后，又

重现起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

1981 年 9 月初，服役 72 年的黄河

铁桥遭遇特大洪水。兰州人民奋起抗

洪抢险。从西柳沟至桑园峡，沿河百

里有 5 万多军民参加抗洪抢险。工程

技术人员连夜拿出了抢险加固铁桥的

措施，省市防汛指挥部发出的 1 号命令

中特别提出：流量达到 5500 秒/立方

米时，中山桥实行戒严。经过军民团

结奋战，严防死守，第三次洪峰顺利通

过 兰 州 。 9 月 16 日 ，洪 水 开 始 回 落 。

黄河铁桥安然无事。

历经百年风雨的洗礼，如今的兰

州黄河铁桥风采依旧。

与兰州黄河铁桥有关的浪漫故事

曾有人说，桥，应该是各种建筑物

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些美丽的故事

总会与桥结缘。

百年前，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

比 利 时 人 ，合 力 架 起“ 天 下 黄 河 第 一

桥”，合奏一曲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华

章，那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画卷。

2005年 9月 30日，3个比利时人突

然飞抵兰州，寻访百年前的有关档案。

他们是安妮、安吉拉、弗兰克，此行缘起

兰州黄河铁桥。他们的祖父林阿德是

百年前参与建造铁桥的比利时驻华参

赞，他们的曾祖父林辅臣 1865 年来华，

曾任肃州（今酒泉）税务司，人称“林大

人”，在中国娶妻生子。在 3 人的记忆

中，在遥远的中国有座叫兰州的城市，

那里的一座铁桥与他们一家息息相关。

当他们在兰州看到当年林阿德与

兰州道彭英甲签订的所有档案都完整

地保存在甘肃档案馆时，不禁热泪盈

眶，见到沉默了百年的这些合同书上林

阿德的亲笔签名，就好像见到了亲人。

令人惊喜的是，甘肃省档案馆珍

藏的 45 卷 2500 多页铁桥全宗档案，以

其完整、稀有、颇具史料价值而于 2003

年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遗产名录》。

他们轻轻地走上黄河铁桥，林阿德

的弟弟瑞米的外孙女安妮，温柔地抚摸

着铅灰色的铁桥钢架，感触追忆着百年

前他们的先辈在兰州发生的故事。

时至 2009 年 8 月，散居在澳大利

亚、加拿大、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 7 个国家的 8 位林氏后裔，

作为兰州黄河铁桥百年庆典的特邀嘉

宾相聚兰州。他们中有林阿德的孙子

弗兰克、阿伦、约翰和外孙女安吉娜，还

有林阿德弟弟瑞米的外孙女安妮等。

安妮是带着她已出版的描写先辈旅

居中国故事的书（英文版）来兰州的。书

的封面上“林大人”3个汉字散发着幽幽

的历史气息，让人顿生亲切。书里面写

不尽的是清末兰州张氏家族的三姐妹分

别嫁给洋人林阿德三兄弟的爱情传奇。

这是安妮第二次来兰州，她凝望

着百岁庆典中盛装迎客的铁桥深情地

说：“因为爱着兰州，所以觉得这座城

市分外美丽。”

黄谏读书楼

位于甘肃省政府边的黄家园，这里因为

曾经居住明代探花黄谏而闻名。在千年科举

历史中，兰州科举名次最高的就是黄谏。

黄谏字廷臣，号卓庵，别号兰坡，兰县（今

兰州市）人。明永乐至天顺年间在世。少时

在华林寺(今华林坪)读书。正统六年（1441

年）中举人。次年，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正统十一年（1446 年）金城关修竣，应乡人之

邀，撰《金城关记》等。天顺初（1457 年）任尚

宝卿，出使安南（今越南），升侍讲学士。后受

石亨案牵连，被贬为广州府判。后来，他遭诬

陷，押往北京，卒于途中。归葬兰州龙尾山。

黄谏为人谦和，博学多才，工书善画。著

有《使南稿》《兰坡集》及《兰县志》《书经集解》

《补辑帝王纪年纂要》等著作。如今早已不见

黄谏的读书楼了，而黄家园早已成了寻常巷

陌，供人们寻访。

陇上名臣彭泽故居

彭泽(1459 年一 1530 年），名鄘，改名泽，

字济物，早年号敬修子，晚年号幸庵，兰州西

园人。彭泽祖上世代为宦,到祖父时家境衰

落。青少年时跟随外祖父段坚读书。

彭泽在成化十九年（1483 年）中举人，弘

治三年（1490 年）中进士。此后，先后任都察

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正德九年（1514

年），总 督 陕 西 甘 肃 军 务 。 著 有《读 易 纷 纷

稿》《重修兰州志》等 20 多部。彭泽书法雄

浑遒劲，豪气十足，至今人们在兰州碑林还

能见到。

在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61 号，有建于明

代的彭泽故居，占地 630 平方米，采用兰州南

山的本山木修建，非常有地域特色。21 世纪

90 年代被拆除。

理学名臣段坚别墅

段坚（1419 年—1484 年），字可久，号柏

轩，又号容思，明代兰州人。世人多称他为容

思先生。近代陇上名流、五泉山人刘尔炘曾

有一副对联写段坚：“邹兰谷扬言而后，开忠

义先声人皆侧耳，韵何远情何深，廊庙为忧，

万古河山留绝调；段柏轩唱道以来，发圣贤遗

响谁不昂头，曲弥高和弥寡，林泉可乐，一天

风雨问知音”说的就是段坚在甘肃学术中的

地位。

据说段坚“早岁受书，即有圣贤之志”。

段坚小时候，曾授学于肃王府教授周麟，这位

德高望重的老师，对段坚的影响极大。据说，

14 岁时，段坚看到一句名言“群居慎口，独坐

防心”，心中非常喜爱，就将此句作为人生准

则来鞭策自己。

段坚是明代陇上的大学者，被称为理学

名臣，也是明代河东学派的继承者。段坚晚

年在五泉山东园南村别墅讲学，去世后葬在

五泉山东龙口与红泥沟之间的塔子坪。

后五泉秦维岳听雨山房

秦维岳（1759 年—1839 年）字觐东，号晓

峰，清代兰州后五泉人。7 岁时，秦维岳就被

送到了义学读书。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

秦维岳考中举人。再次进入兰山书院学习。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考中进士，被授职翰

林院编修。与他同科的进士有著名的学者洪

亮吉、邢澍等人。其后半生主要做了两件事

情，其一创办了五泉书院，其二编修了《皋兰

县续志》。在甘肃省布政使屠之申的支持下，

秦维岳捐银 1000 两，作为创办五泉书院的经

费。同时，他又多方奔走，筹集资金，终于在

今兰州市城关区贤后街东端建起了五泉书

院。

秦维岳先后被聘为兰山、五泉两书院山

长，为培养地方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

的努力下,五泉书院与省立兰山、求古和县立

皋兰书院并称兰州四大书院。晚年秦维岳隐

居在后五泉，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听雨山

房，在这里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金塔巷吴可读故居

兰州市张掖路的金塔巷，在 100 多年前，

曾经走出了一位著名学者——吴可读。

吴可读(1812 年—1879 年)，字柳堂，甘肃

兰州人。吴氏祖先并不是兰州人，原籍在浙

江。明朝初年跟随肃庄王来到甘肃，先在张

掖居住,后迁徙到兰州。道光十五年（1835

年）在弟子们的资助下，筹集到了路费，再赴

京城参加会试。后来以弹劾李鸿章而闻名

的“陇上铁汉”安维峻就是他主讲兰山书院

时的得意弟子。兰州金塔巷曾有“吴柳堂先

生故宅”。

朱楧故居肃王府

张掖路东头是甘肃省政府所在地。这个

地方在清代是陕甘总督衙门，再往前追溯则

是肃王府。

朱楧，系明太祖第十四子。朱楧善于骑

射，有谋有勇，深得太祖赏识，呼之为秀才，

并赐给宋本《淳化阁帖》、龙胆壶、风喙卮三

宝。1399 年肃王迁到兰州以后，在靠近黄河

边的地方修建了规模巨大的肃王府，同时协

助地方政府对兰州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修

建。以今中央广场为中心，修筑了内城。在

兰州城内及其周边地区也修建了大量的生

活设施。在南北两山上修建了不少庙宇、寺

观、花园，金天观、白衣寺塔等都是历代肃王

修建的。

肃王府的大致范围是北到黄河，东到东

城壕，西到通渭路，南至张掖路。整个肃王府

四周的围墙长 1000 多米，东、西、南三面各开

一座门，其中南门是王府的正门，共有三道，

分别是：棂星门、端礼门、承运门。进入承运

门后，就是承运殿和存心殿，再往后走就是

东、西王宫。王宫的东北面都为花园，统称为

凝熙园。

《重修皋兰县志》记载，凝熙园俗名山子

石，园中蓄水成湖，垒石堆山，兰州方言中称

假山为山子，因而这一带也成为山子石。这

里不仅有石山，而且还修建了雷祖殿、玉皇

阁、斗母宫、栖云桥等建筑。

兰州贤后街张维故居

张维，近代甘肃著名学者，生于 1890 年，

毕生研究西北史地、方志、金石学，留下了《甘

肃通志稿》《甘肃人物志》《陇右方志录》《陇右

金石录》等大量著作。1909 年，他考取了甘

肃拔贡的第三名。张维故居在兰州贤后街 36

号，上房一楼为张维卧室，二楼为其书斋还读

我书楼。

□ 王文元

自古以来自古以来，，兰州出了许多名人兰州出了许多名人。。他们或他们或

为名将为名将，，或为名臣或为名臣，，或为理学大家或为理学大家，，在历史上留在历史上留

下了浓浓的一笔下了浓浓的一笔。。

如今如今，，一些名人留下的故居虽然都已不一些名人留下的故居虽然都已不

复存在复存在，，但透过历史文献记载但透过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让人们追可以让人们追

忆到他们曾经在兰州生活的历史印记忆到他们曾经在兰州生活的历史印记。。

中山桥黄河第一桥石碑（张铁梁）

兰州早期渡过黄河建设的镇远浮桥

兰州早期建设的黄河铁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历史上的兰州名人故居

““一桥彩虹临波一桥彩虹临波，，百年流云飞渡百年流云飞渡。。今逢盛世今逢盛世，，毋忘尘忆……毋忘尘忆……””这是兰州中山桥纪念碑这是兰州中山桥纪念碑《《百年铁桥赋百年铁桥赋》》中的一句碑文中的一句碑文。。

作为兰州地标性建筑的中山桥作为兰州地标性建筑的中山桥，，将阻隔这座城市长达千年的黄河天堑变为通途将阻隔这座城市长达千年的黄河天堑变为通途，，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这座城市发生的巨大变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这座城市发生的巨大变

迁迁。。百年风雨中百年风雨中，，铁桥与兰州黄河朝夕相伴铁桥与兰州黄河朝夕相伴，，早已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中早已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中。。

中山桥的百年守望中山桥的百年守望
□ 鲁正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