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万青桥南桥头文化长廊优美的景致，在微信朋友圈热传。网友们认为，此地可成
为广大市民和留永过年的新永康人春节期间的一大好去处。

万青桥位于高镇经济合作社境内的

华溪之上，永康东站往东二三百米左右。

该桥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迄今已达四百

多年，享有“上有万青，下有西津”之美誉。

《高镇村志》记载：“万青桥初时为桩墩

石板平桥，清乾隆年间改建为叠箱式石墩

悬臂平梁桥，原桥15墩16孔，长二十多丈，

宽三尺余，横跨华溪两岸，俗称楼店桥。”

据《楼氏宗谱》记载，万青古桥长 60

多米、宽 1 米，水下松木桩基，有 15 块又

宽又厚的石板叠砌而成的桥墩，墩与墩

之间各用三块长 4.3 米、宽 33 厘米、厚

30 厘米的长石桥板连接而成，为当时附

近村民必经要道。

万青桥可谓历尽沧桑，多次遭洪水

冲毁，又几经修缮，才保留至今。有记载

的就有道光初年和民国 37 年（1948 年）

两次较大规模的修缮。1989 年 7 月 23

日，永康遭受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县

城三分之二房屋进水，进水位最高达 3

米以上。巨大的灾难给全市工农业生产

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万青桥

在这场洪水中也难以幸免，桥北桥墩桥

梁被无情的洪水冲塌，成了危桥，附近百

姓只能绕道公路桥通行。2002年，全市

进行历史文化遗产普查时，鉴于万青桥

在永康古桥历史中的突出地位，市文保

部门十分关注，把它列为市文物保护点。

为了保护文物古迹，恢复古桥风貌，

2005年夏天，高镇村利用实施农房改造

之机，把修复万青桥摆上了议事日程。

全村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在市水务局和

中国科技五金城开发总公司资助下，历

时三个月完成修缮。为了适应河床改

造、防洪和城市建设的需要，整座桥梁在

原址上向北移动了一段距离，衬砌防洪

驳坎，从原来的 15 墩缩为 9 墩，总长度

从原来的 79.5 米缩为 48.5 米，并在南端

砌置了圆洞门墙，北端护坎上造了万青

亭。市文管会对工程进行了全程监督，

按照文物保护法“不改变文物原状”和

“修旧如旧”的要求进行严格管理。万青

桥从此焕发生机，再现风采，傲然立于华

溪畔，成为一道亮丽景观。

万青桥北桥头亭前，目前还立着一块

不知立于哪一年的石碑（下图），见证了风

风雨雨，上半部分有些磨损难以辨认，但

下半部分还可清晰看出字样：“至田宅，至

长田清渭街，至曹园苏溪。”石碑指引人们

通行，可以想见当年此桥的重要作用。

据一些老人回忆，上世纪三四

十年前，连自行车、人力手推车都还

不多见，万青桥已经是永城东郊南

北交通大通衢。长长的万青桥横跨

华溪两岸，南通溪心村、山后卢等

各地，北达苏溪、清渭街方向，数百

年来迎送往来，默默承载着四面八

方一代又一代肩挑手提的过往行

人，因此远近八方无不知晓。

万青桥离水面三米多高，那时

桥下流水清澈，且常年不涸。南北

桥头林木葱茏，桥下面还有一片十

分开阔的松木林，桥北还有一块蓬

松绵软的自生草地，是孩子们玩耍

嬉戏的绝好场所，也是人们早晚垂

钓、休闲聊天的好地方。

炎炎夏日，暑气蒸腾，劳作了一

天的人们晚饭后都喜欢拿着草席，

铺在尚有热气的桥板上，躺下来乘

凉消暑。仰面可见天幕繁星，或圆

月朗照，水面清风徐来，透出丝丝凉

意。大家躺在一起拉家常话耕种，

谈 古 今 论 时 事 ，直 至 渐 渐 进 入 梦

乡。这完全是农耕时代的夏夜景

色，虽然偶尔也会有人不小心落入

水中，成为落汤鸡，但据说有桥神暗

中保佑，从未有人跌伤出事。

随着现代化公路的畅通，以及

城市新区的不断扩展，万青桥也逐

渐失去了往日热闹。因年久失修，

发大水时一些被洪水冲下来的大树

大石块以及其他杂物撞向桥墩，加

剧了古桥受损程度。常年大水冲

刷，日晒雨淋，桥也逐渐受到毁损。

后经一次次修复，万青桥也不再是

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而是逐渐成

为一处休闲景观。

有人小时常在桥下摸过螺蛳，

抓过鱼虾，在桥边的柳树上找过知

了壳，在河岸边采收中药材卖了交

学费。骑着老旧自行车过万青桥总

是战战兢兢，好在没有摔下去。有

人小时候上学经过此处，去高镇走

亲戚，或是去同学家玩，也会从万青

桥过。桥上步履匆匆，人们风里来

雨里去，为生计奔波，为人事操劳，

桥的回忆里充满了生活的酸甜苦

辣。

2019 年五六月份，住在万青桥

附近的吕七召听说桥上有一块桥板

断裂了，如果刚好有人路过断开的

桥板掉进河里就是大事了。于是，

他联系有关部门，后因种种原因迟

迟没有落实。到八月份，吕七召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最后他自掏腰包

购买材料进行修补。

万青桥承载几代人的记忆

上有“万青”下有“西津”

□通讯员 王朝阳 王子庭

去年年初，高镇经济合作社决

定在万青桥南桥头建造文化长廊。

经过公开招投标，此文化长廊由中

国美院设计，方案定稿后提交社务

会议和党员、代表大会讨论一致通

过。该工程于当年 12 月竣工并通

过验收。

位于万青桥南岸以东的一廊一

亭，厚重的方木，紫色的油漆，简洁

庄重。亭子飞檐翘角，与桥北早些

年建造的亭子遥相呼应，构成一幅

绝妙的景观。建成后的文化长廊成

了广大社员和市民业余休闲娱乐的

良好场所。

为增加长廊文化品位，高镇两

委决定在廊柱挂上精心制作的楹联

以及廊亭匾额。万青桥石板洁净平

整，华溪水哗哗流淌，水上不时飞过

白鹭，可谓闹中取静。万青桥廊亭

配上廊名亭名，以及楹联，而且作为

高镇文化礼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进行打造，不仅给社员提供又一个

赏景休闲以及娱乐活动去处，更是

增加高镇的文化品位。我市书法名

家胡竹雨、叶成超、俞兴邦、楼金辉

等欣然为之题写楹联名和廊亭名，

又进一步提升了文化内涵。

一村一特色，一村一品牌。高

镇建起了村史廊、文化礼堂、图书

馆，完成了村志修编。兴建万青桥

文化长廊，既是对这座古桥很好的

保护、利用，更是高镇文化大树上

孕育出的又一个可喜成果。以乡

愁为纽带，城市文明、生态文明融

进乡村，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实

现美好生活需求的愿望，能使传统

乡风平添更多厚重的文化品味，让

一方水土拥有更多无穷魅力的空

间。

水流冬夏，桥跨古今，风翻四

季，云幻时空。一座古桥就像一位

老人，穿过岁月而来，依然精神抖

擞，令人敬佩。生逢盛世，文管部

门、高镇两委以及广大市民的爱护，

对于万青桥来说，都是幸事。而于

市民来说，不仅仅是多了一处好风

景，更多的是可以在这里思接千古，

畅怀人生。

桥、廊、亭多元素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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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头新落成的文化长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好去处

四百多年万青桥蝶变是如何实现的

万青桥文化长廊一瞥万青桥文化长廊一瞥。。

万青桥全景万青桥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