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俊霖

在今年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来自中国的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宋元时期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现存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
桥便坐落在泉州，它就是安平桥。

这座古桥横跨泉州市晋江县安海镇和南安县
水头镇之间的海面。在古代，修建跨海大桥可不容
易，在安平桥修建之前，泉州当地已建成了历史上
第一座跨海大桥——— 洛阳桥。

建洛阳桥时，人们创造了“筏形基础”。传统桥
梁通常一个桥墩对应一个独立桥基，而洛阳桥位于
洛阳江出海口，传统桥基抵御不了海水冲击，“筏形
基础”解决了这个问题：即通过投填石块在水底形
成一条横向的矮石堤，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桥墩，石
堤就像一个筏托举着桥梁，使石桥在狂风暴雨中屹
立不倒。

虽然都是跨海大桥，但洛阳桥只有360丈(约
1200米，现存834米)，而安平桥比洛阳桥长得多，如
果也到水底筑堤建基，工程量浩大。况且安平桥跨
越的水域更广，水文条件更复杂，很多地方淤泥堆
积，纯粹以石块堆砌不仅耗时耗力，而且石块还容
易下陷，难以形成合力。

工程量大加上技术瓶颈让安平桥的修建一度
中断，绍兴二十一年(1151)，新任泉州郡守赵令拎开
始主持续建安平桥，人们才找到了解决桥基建设难
题的办法，即“睡木沉基”：在落潮时将建墩区域平
整，然后用两层以上纵横交叉编成的木筏固定在筑
墩处，再在筏上垒筑墩石，随着墩石逐层增高，分量
也不断加重，木筏便渐渐沉陷到了泥沙中，并一直
下陷到承重层，这样就保证了桥墩的稳固。

“睡木沉基”简便实用，而且省工省料。同时，安
平桥还沿用了洛阳桥使用过的船形墩，但又分为三
种形式：水流缓的水域采用长方形墩，较深时改用
半船形石墩，水流最急处则采用双头尖的筏形墩。
这些设计充分考虑了海潮、水流等因素，有效减轻
了水流对桥墩的冲击力。

此外，安平桥的桥面用整块的花岗岩大石条层
层累叠而成，这种方式充分发挥了石条的重量优
势，保证了桥梁的稳固。由于石条块头大，最重的甚
至重达十吨以上，所以，安平桥采用了“浮运架桥”
法，就是将石条先放在木排或船上，涨潮时水涨船
高，石条被轻易托起，然后让木排或船驶入两墩之
间对齐，等到落潮时水位下降，石条便落在了墩上。

安平桥的修建汲取了洛阳桥的技术成功又不
照搬其经验，体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和非凡智慧。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安平桥全线贯通，投入使
用。据记载，建成后的安平桥长811丈，合2700多米长
(现存2070米)。在宋代修建这样的跨海大桥完全称
得上是一项“超级工程”。安平桥的修建掀起了建造
大桥、长桥的热潮。

南宋绍兴年间，玉澜桥、苏埭桥等“超级工程”
相继建成，泉州南门外的玉澜桥长1000余丈，约3000
米以上，同样位于泉州南门外的苏埭桥达到了惊人
的2300丈，差不多接近8000米，这些桥的长度都远超
安平桥。此外，陆续建成的大桥还有海岸长桥、下辇
桥等，其中海岸长桥有七百七十余孔，下辇桥六百
二十孔，虽然长度难以细考，但它们的桥孔都比安
平桥多得多，因此，长度也应该超过安平桥不少。

有学者统计过，宋代泉州地区修建了大小桥梁
近百座，是历代的高峰。造桥热的重要前提是技术，
安平桥建设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与宝贵经验无疑给
造桥热提供了先决条件。当时还有“闽中桥梁甲天
下，泉州桥梁甲闽中”的说法。

造桥热的出现也反映了南宋时期泉州海上贸
易的繁荣，泉州能够成为宋元时期中国的海洋贸易
中心，大大小小的桥梁功不可没，正是这些桥梁让
泉州地区的海陆交通变得畅通，也让泉州的对外贸
易规模远超前代。

清代同治年间人们重修安平桥，并在中界桥段
亭侧的一座寺庙门柱上刻了一副对联：“世间有佛
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意思是人间所有的佛都
以释迦牟尼佛为祖，而天下没有一座桥比这安平桥
更长了。

宋代修建的“超级桥梁”甚多，比如之前提到的
玉澜桥、苏埭桥长度都远超安平桥，为何后来安平
桥倒成了中国古代的第一长桥呢？原来，经历了几
百年风雨，许多长桥已经损毁不存，有些只存下了
原桥的一部分，而保留相对完整的安平桥因此成为
了中国古桥长度的天花板。

安平桥的“天下无桥长此桥”纪录在国内一直
延续到了20世纪，直到1905年，平汉铁路郑州黄河大
桥(桥长3015米)建成，安平桥的长度记录才被正式
打破。中国是桥文化的故乡，从宋代的洛阳桥、安平
桥到如今的杭州湾大桥和港珠澳大桥，一座座“超
级工程”令人骄傲与自豪。

□郑学富

9月30日在全国上映的电影《长津湖》，以长津
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寒严
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故事，此役中的“冰
雕连”成为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
所谓“联合国军”从东西两路呈钳形攻势向鸭绿江
全线推进，直逼朝鲜政府临时所在地——— 江界，狂
妄地声称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面对战局的突然变化，中央军委急调正在山
东泰安、曲阜地区整训的第9兵团入朝作战。1950年
11月3日，作为兵团先头部队的第27军渡江入朝。11
月5日，第20军首趟军列驶抵沈阳，时任东北军区副
司令员的贺晋年到站台上看望部队，愕然发现这
支来自华东的劲旅，竟然戴着大檐帽，穿着胶鞋，
身上的棉衣很单薄。情急之下，贺晋年紧急动员东
北军区机关干部和直属部队，脱下身上的冬装送
给第20军。11月8日，第20军大部队进抵沈阳地区，
东北军区特事特办，将为第13兵团准备的3 . 5万件
棉大衣转交给第20军。由于半岛北部东线军情似
火，第9兵团没等到后方将御寒衣物筹措齐全，就
匆匆于11月11日入朝参战。

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十余万志愿军昼伏夜
行，翻山越岭。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官兵忍受着酷
寒、饥饿和疲劳，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
中连续行军，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千难万险，悄无声
息地开进长津湖预设战场。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位于赴战岭
山脉与狼林山脉之间，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
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湖泊，最后注
入鸭绿江。在长津湖以东约30公里，是由长津江最
大支流赴战江所形成的赴战湖，两大湖泊及其附
近地区就被称为长津湖地区。两湖周围崇山林立，
平均海拔约1300米，山上林木繁盛，山间道路狭窄，
偶有几处村落也是人烟寥落。长津湖地区一般从
10月下旬开始进入冬季，至11月下旬日平均气温可
下降到零下27摄氏度。1950年11月下旬，长津湖地
区普降大雪，积雪达40厘米厚，气温骤降到零下30
摄氏度，个别地区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未来得及
装备上寒区作战服装的第9兵团官兵遇到了百年
未遇的严寒。多年后，宋时轮将军回忆说：“其艰苦
程度超过长征！”

11月27日晚，大雪纷飞。志愿军十余万大军已
经隐藏在朝鲜北部广袤的山地和丛林当中了。激
战一夜，志愿军将美军第7师和陆战第1师分割包
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新兴里和古土里地区。被
围美军为打开通路，连续不断地猛攻志愿军阵地。
志愿军官兵一面对被围美军展开攻击，一面坚决
抗击美军反扑。

第20军第59师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队伍，前
身就是著名的“沙家浜部队”。师长戴克林是湖北
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6岁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
近20年的战斗生涯中多次负伤，从头到脚共有七
处大的伤痕，是一员能文能武的虎将。59师的任务
是：迂回到柳潭里以南，切断柳潭里美军南逃的退
路。于是，戴克林命令177团攻占并坚守死鹰岭及其
以北、以东地区，这样就切断了敌人南撤的通道。

死鹰岭位于长津湖南端新兴里以东约2公里，
是小白山地区群山中海拔1519米的高峰。由于山顶
一带的怪石向东延伸，如同尖锐的鹰嘴，一簇参天
的杉柏长在了鹰颈上，状如中箭而死的苍鹰，故名
死鹰岭。沿着山麓有一条长年冰冻的公路蜿蜒贯
穿，连接着下碣隅里、柳潭里，死鹰岭矗立在这两
地之间。

志愿军177团经连日跋涉冰山雪海，插入敌后，
于28日拂晓拦腰楔入公路，以1个营的兵力攻占死
鹰岭，切断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美军的联系，阻止
美军南撤北援。美军为保住死鹰岭这一战略要地，
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从东西两个方向连
续向驻守在高地上的志愿军发起疯狂猛攻。坚守
在死鹰岭上的志愿军勇士，冒着极端严寒，连续奋
战6个昼夜，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多次失而复得，紧
紧卡住了敌人的退路。12月3日，突围美军在下碣隅

里美军的接应下，猛攻死鹰岭阵地。坚守主峰的志
愿军战士仅剩下60多人，他们以坚强的意志顽强
阻击，打退敌人8次冲锋。但是战役预备队没能及
时赶到，部队濒临弹尽粮绝，加上天寒地冻，战士
脚冻坏了，连路也走不动，最后只好眼睁睁看着残
敌从公路上跑掉。

打通死鹰岭的美军继续向西兴里一线我军177
团2营阵地进攻。西兴里一线是志愿军最后的防御
阵地，如果让美军通过，和下碣隅里美军会和，就
成功突围了。为了拿下2营阵地，美军采取两路夹
击、南北对进的战术。

177团2营负责阻击下碣隅里美军派出的救援
部队，2营打得英勇顽强，将美军救援部队击退。而
在侧翼的6连阵地一直没有开枪阻击。后来，当接
防部队上来时发现，全连125名官兵已全部冻死在
高地上，他们一个个身着单薄的军装，持枪俯卧在
战壕里，保持着战斗姿势，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
成了洁白的寒霜，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密
集细小而又坚硬的冰凌，微风拂过，铮铮有声。

我军在清理战场时，在一名战士的衣兜里发
现了写在一张照片背面的绝笔诗：“我爱亲人和祖
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
傲的(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这名战士名字叫宋
阿毛，上海人。这首诗写得朴实自然，文字流畅，是
宋阿毛生命最后时刻的真情流露，表达了高昂的
斗志和不屈的精神。

在第9兵团，冰雕连何止一个？据相关战史资
料记载：在围攻美31团的战斗中，第27军80师242团
5连由于长时间埋伏在雪地里，当冲锋号吹响时，
再无人站起来冲击，除一名掉队战士和一名通信
员外，全连百余干部战士全都冻死在雪地里，但仍
保持着准备战斗的姿势；第20军60师180团2连129名
官兵在水门桥南侧设伏，准备迎头痛击过桥美军，
可是已经冻饿十余日的战士全都站不起来了，美
陆战1师冲过水门桥时看到的是已经冻僵了的中
国士兵。美军的里兹伯格团长面对这群用血肉之
躯浇铸成的巍巍冰雕，肃然起敬，不由地举手行了
一个庄重的军礼。他的内心肯定感到了强烈的震
撼，中国军人拥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是任
何先进武器都征服不了的。

这些冰雪上的“邱少云”，为了中国人能挺直
腰杆，为了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东方，他们却永
远站不起来了。

长津湖之战，志愿军第9兵团在武器装备严重
落后，运输补给严重不足，冻饿交加严重威胁的情
况下，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灵活顽强作战，
给美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共
歼敌1 . 3万余人，并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
军一个整团的纪录，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场的局面。
毛泽东、彭德怀均致电宋时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
东在12月17日的电报中指出：“九兵团此次在东线
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
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
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美陆战1师借助绝对的海空优势，最后从海路
撤退。美军中校戴维斯形容这场战斗说：“海军陆
战队用了70个小时近4天的时间，走完了20公里的
路。这绝不是一次漫步，而是从死神的怀抱里逃出
来的挣扎。这在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
的。”

志愿军第9兵团成功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
部地区，但是也付出沉重代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
版的由军史研究专家双石撰著《开国第一战》记
载：“第9兵团战斗伤亡19202人，冻伤减员28954人，
其中冻亡1000余人，冻伤后救治不及而致亡者3000
余人；减员总数48156人。减员数量为全兵团兵员总
数的32 . 1%。”

1952年9月，第9兵团从朝鲜回国，司令员宋时
轮在鸭绿江边下车，神情肃穆，迎着萧瑟秋风，面
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脱帽深深鞠躬90度，然后
戴上军帽再行庄严的军礼，向长眠于长津湖冰山
雪原之间的志愿军官兵致敬！此时此刻，身经百战
的将军已是泪流满面。

宋代“超级工程”安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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