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 ·芜湖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今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
年。每当“国庆节”来临之际，总让我想起过去所亲
历的一些有关“国庆节”的趣事儿，1979年建国30周
年芜湖市在镜湖之畔夜空燃放礼花“庆国庆”的事，
让我终生难忘。

时光倒回42年前的1979年。那时候的我已经
14周岁，是芜湖市第三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在我
的记忆中，那时候的芜湖人勤劳朴实，物质生活相
对贫乏，看一场电影就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娱乐活
动。那时候的芜湖没有现在繁华，也没有现在的高
楼林立。而市中心的镜湖却和现在一样，依然是那
么的静、那么的美。镜湖还有一个名字叫陶塘，是

“捐田百亩，汇而成湖”的南宋著名词人张孝祥为纪
念陶渊明而起的名字。

我是从小在镜湖边长大的，镜湖是我再熟悉不
过的地方了。从1969年开始，我家就住在镜湖边芜
湖市人民政府后面的宿舍大院——镜湖新村。夏
日的傍晚我和小伙伴们常在镜湖里游泳、戏水，秋
冬的清晨便沿着镜湖跑步锻炼身体。那时候的镜
湖新村可是闹中取静的“风水宝地”，地处市中心，
坐北朝南，背靠工人俱乐部山墙，面朝镜湖，出门三
叉路口的左边通往市政府大门、镜湖公园、体育场、
柳春园，对面直通中山路、范罗山、百货公司、新芜
路，右边春安路通往工人文化宫、鸠江饭店和百货大
楼的十字路口。现如今，这块“风水宝地”连同隔壁
的芜湖市工人俱乐部、西花园、春安路都早被拆得无
影无踪，2000年就建成了现在的市中心鸠兹广场。

话说1979年的国庆前夕，从下班回家的大人们
的口中得知，国庆节的晚上要在镜湖上空燃放礼
花，我们大院的这群小屁孩们异常兴奋，奔走相告，
感觉比过年了还要激动，因为那是我记事以来从来
没有经历过的一件大喜事儿、高兴事儿。那时候我
们小，大院里住着近百户人家，多数家庭都有好几
个孩子，尤其是像我们家这样“公鸡头”比较多的家
庭，父母的管教还是很严的。大人们怕晚上外面湖
边观看礼花的人多拥挤，担心我们出去容易“闯纰
漏”，开始总是不肯让我们出去的。如果在大院里
面看，可能只看到空中的礼花绽放，而在镜湖边上
看，能够看到礼花燃放升腾绽放的全过程，感觉当
然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看礼花其实就是为了“看热
闹”，若是凑不上这个热闹的气氛，那可是终生遗憾
啊！所以各家的孩子们都软磨硬泡，加上有外面的
同学上门相约，终于有的家长松了口。这样一来，

在家长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中，孩子们早早地吃完晚
饭，穿戴整齐，三五成群，欢蹦乱跳，鱼贯而出，争先
恐后地去霸位置了。幸亏来得早，我们占据了最好
的观看位置。

那年国庆节的天气非常好，燃放礼花的地点就
设在镜湖的南边，站在镜湖的北边观看当然效果最
佳。因此，镜湖新村大门外湖边的一大块突出的亲
水平台，成了当晚观看礼花的最佳位置之一。此处
正对湖心亭，对面从左至右，有柳春园、烟雨墩、百
花剧场，还有镜湖边最高的一幢白色建筑——市房
管局大楼以及市书画院。果不其然，天色尚未黑下
来，镜湖四周早已是人山人海、人潮涌动，估计至少
有好几万人。有些地势较好的房屋楼顶上也已经
全都站满了人。真的是人挤人、人挨人，好不热
闹。好在人群中有公安、武警在维持秩序，湖面上
还有几艘救护用的巡逻艇，为了防止人员落水。

当夜幕降临，湖心亭和镜湖四周的建筑物上彩
灯闪烁，远处广播中传来《歌唱祖国》的歌曲，烘托
出镜湖夜晚国庆节的喜庆气氛，环湖岸站立等待的
数万市民更是心情无比激动。当一颗颗五彩斑斓
的礼花弹照亮镜湖夜空的时候，人群沸腾了，欢呼
雀跃声随着礼花弹的不断升腾绽放而此起彼伏。
而我们这群夹在人群中的孩子们，也跟着一起狂呼
乱喊、手舞足蹈，激动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时光飞逝，42年弹指一挥间。今年国庆前夕，
当我又来到镜湖边的那块突出的亲水平台上，放眼
望去，夜晚的镜湖四周灯火阑珊、霓虹璀璨，湖面波
光粼粼，湖边垂柳摇曳，我的同龄人和着音乐跳着
欢快的广场舞。镜湖，你依然那么的美！

值此国庆72周年之际，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
荣富强、国泰民安。

（图片由肖同泰于1979年10月1日摄）

2000年9月30日，被称为中国建桥史上继
武汉、南京、九江长江大桥之后“第四座里程
碑”的芜湖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那一年，我24
岁，通车典礼的时候我就在主桥上。这一晃就
21年了。

对于芜湖的所有记忆都源于儿时的一次
次穿越。小时候就听大人讲，从湾沚到芜湖可
以坐21路公共汽车，可我一次没有坐过。仅
有那么几次去芜湖，都是坐中巴，一路上颠过
来，路边尽是些绿油油的田野和低矮连绵的村
庄。土墙瓦房的墙上刷着无比醒目的标语：五
讲四美三热爱，或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这些标语远远看去是那么显眼，字体或红或
白，给人希望，催人奋进。

上大学以后，每次总是父亲送我。他执意
陪我从湾沚坐中巴车一路颠簸来到芜湖，从麦
田和山色来到这座小城。明暗交替的天际线
下，高大的树木，宽阔的街道，偶尔过去的公共
汽车和匆匆的人群，一切都是电视剧里看到的
样子，一切又都是梦想中城市的样子。我们穿
越五一广场，穿越大半个城市，我们赶到八号
码头买票，我们排队渡轮。那拥挤、潮湿、破旧
的轮舱，始终像一个影子盘踞在我对这座江边
城市所有回忆的上空。在渡轮有限的空间里，
人与人互相拥挤，轮舱里充斥着蔬菜、鱼肉、金
属、灰尘和其它杂物的气息。完全记不得当时
的江风是什么味道了，这和上海外滩上的江风
是两个世界。我们静坐抑或伫立，等轮渡到了
江对岸，再跟随人流穿过破旧的房屋，来到同
样陈旧不堪的江北火车站。是的，从那里我要
拿学生证买一枚火车票，坐上绿皮火车奔赴遥
远的省城合肥。

父亲就在人群中朝我挥挥手，转身消失在
送别的人群里。他将要再次坐轮渡从江北回
到江东，然后穿越大半个城市，再坐中巴车回
到老家湾沚。父亲不在已经多年，每每想到这
样的光景，当时的万物总在瞬间涌入胸膛。

而我对芜湖的印象，就基本停留在这几个
画面：父亲带着我和妹妹，穿越繁华而拥挤的
步行街和热闹非凡的和平广场，百货大楼里琳
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五香居里香喷喷的酱肉让
我们流连忘返；姨夫带我来芜湖走亲戚，他背
着我走在灰色的羊毛埂上，长长的江边天际线
和暮色下的中江塔，还有第一次走进的新华书
店，让我感受这个城市的风情和叙事；大学毕
业后我一个人住在遥远的城南，那些弥漫着旧
色气息、伴随着蝉鸣狗吠的房子，多少年来仍

低低落落地生长在我毕业后那几年的记忆里，
像水草般萦绕，久久不能散去。

工作后的第一个十年，我很荣幸以一位建
设者的身份，把时光奉献给了这座城市。我在
这个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是当时的
城乡建设委员会工作了11年。2000年9月30
日，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我就在长江大桥上，全
程见证了国家“九五”重点工程，也是20世纪
末我国在长江上修建的最后一座公铁两用桥
——芜湖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

记得当天，有500辆奇瑞轿车和公共汽车
开上公路桥，跨过长江，通往幸福的未来。一
连八天，成千上万人有序上桥参观游览。被楚
江冲开的天门连接起来了，在芜湖人眼里，它
给我们当时平凡的生活里带来骄傲的谈资和
极大的便利。

是啊，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最初构想是
1917年，而到了1997年才正式开工，这个从无
到有的过程整整用了80年。建设武汉长江大
桥用了6年，南京长江大桥用了10年，九江长
江大桥用了20年，而芜湖长江大桥只用了3年
多的时间。作为20世纪全国科技含量最高、
规模最大的特大型桥梁，芜湖长江大桥312米
的大桥主跨采用连续钢桁梁斜拉桥，也为我国
最长的公铁两用大桥建设开创了先例。

多年以后，我离开芜湖，又再次融入这个
城市，成为漫天晚霞中的一缕光，滚滚长江里
的一滴水。奇巧的是，从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到省会合肥，再到今天我工作的中铁设计
院，我工作的三个点实际上都和这座大桥有微
妙的关联。在芜湖，作为地方建设系统的一名
员工，我目睹了它的诞生；在合肥，我通过它演
绎了每周从合肥到芜湖、从芜湖回合肥的双城
记；而我任职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中铁大
桥勘测院集团，正是当年芜湖长江大桥（一桥）
的设计方，也是现在芜湖长江三桥的设计方。
从当年的白衣少年，到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
大叔，这座城市里能给我留下印象的实在太多
了。无论是当年劳动路上人头攒动的黑马歌
舞厅，还是屹立在江边看云卷云舒的中江塔，
抑或是挺拔在楚江之上的芜湖长江大桥，始终
是我永存在记忆深处饱满的惦念和骄傲。

长江一桥，长江二桥，长江三桥，过江隧
道，城市轻轨……眼下的这座城市作为省域副
中心，作为人民的城市，正在夜以继日地散发
着它巨大的动能和魅力。我们老去了，城市依
旧年轻。

我想，最初的奋斗与梦想，当然由城市去
传承和更新，而沉淀在我们生命深处的，却是
对这座城市永远不变的情怀和信念。

（图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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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借着黄金周的人气，不少地方都纷纷
搞起大大小小的菊展来，吸引人气之余，也为国庆增
光添彩。让我想起芜湖历史上曾经轰轰烈烈的菊展，
那是许多芜湖人抹不掉的记忆。

为什么要搞菊花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芜湖
的菊花展示，恰逢其时。作为芜湖会展经济的早期形
式之一，菊展不仅满足了当时市民的文化生活需求，
而且提高了芜湖知名度，推动了芜湖经贸发展。菊花
时节，演变成了菊展时节甚至菊花节庆。每到秋日，
万菊攒聚，万头攒动，形成了新时期芜湖的新风俗。

芜湖市举办第一届菊展约在1976年前后。到了
1990年，一共举办了16届。

最初，菊展都是在镜湖周边办展。环湖的空地
上，到处布满菊花展的展台与展点，包括步月桥、书
画院、柳春园、迎宾阁等景点。后来，由镜湖周边办
展变为“湖山一体”办展，赭山地方大，容纳展点多，

“千株秀”“万多霜”，都集中在公园东门到西门，大小
赭山之间。菊展由镜湖到赭山，更聚人气，也便于管
理。当然，有时，镜湖赭山两边都办菊展，各具特色，
相映成趣。

芜湖的菊展举办了多年后，到了上世纪 90 年
代，俨然已成为“菊节”了。1991 年，芜湖市举办了

首届芜湖菊花节，主办是“市政府”，协办是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
位、驻芜各单位”，菊花节的全称是“菊花艺
术节”，非“菊展”。首届菊花节在赭山公园、
镜湖公园、汀棠公园，以及市区的主要道路、
码头、广场，均有布展。在赭山公园，还赋予
了展区以不同主题，像“吉祥如意”“江南风情”“菊
黄蟹肥”等等，各擅其长，相映成趣。

很多市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芜湖第二届菊花
节举办，名称多了“国际”二字：“芜湖国际菊花节”，开
始向全世界推介芜湖。那年的菊花节还制作了菊花
节徽章，椭圆形，中间为菊花简笔画，由一个“W”
（“芜”的声母）托起。此外，此次菊花节还发售了菊花
节入场券，售价是2元。

菊展与菊花节是有区别的。菊展就是展菊，菊花
节则不同，还包括菊花展示之外的文化活动与经济活
动。菊展不一定是政府行为，而菊花节的举办一定是
政府行为或政府参与的行为。档案资料显示：在1992
年的“芜湖国际菊花节期间”，芜湖同时举行了外商投
资洽谈会，各种类型的订货会、交易会、联谊会等，共
接待了国内外客商800多人；对外贸易，签订了18项
意向书，出口成交合同35.8万美元，意向协议40万美

元；对内贸易，成交总额3395万元。可见，芜湖国际菊
花节不仅向国内外宣传了芜湖，也成了芜湖经贸活动
的一个新窗口。

回顾往昔的菊展和菊花节的盛况，说“全民盛会”
一点也不夸张。

参办单位就特别多，政府主办，各机关事业单位、
各大中型企业参办。那时，很多国有企业建有花房、
花圃，绿化、美化厂区，迎接来宾。政府年初分解菊展
任务，各个企业欣然接受。参展季节，精心挑选，精心
布展，唯恐落后。参展品种也很多。最重要的是，观
展人数多。《芜湖年鉴（1996）》记载：“第25届菊花展于
1995年10月28日至11月28日在赭山公园举行……
全市各区局、厂矿等60个单位参展，展出菊花500个

品种，20万盆株……游客达20万人。”其盛况可谓：人
山人海，摩肩接踵。男女老少，全家出动。呼朋引伴，
远近蜂拥。风雨无阻，晨昏相从。鸠兹沸腾，山湖动
容。市民对自己的市花，不仅争相看花，临走还要买
花。既是看客，又是买家。看花买花，展花售花，融为
一体，皆大欢喜。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芜
湖市的菊展或菊花节连续开办了20个金秋。人气足
足，花香绵绵，形成了“菊花攒人，人攒菊花”的互动效
应，给芜湖市民和周边市县观众留下了美好的享受和
难忘的记忆。

（图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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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丹
桂飘香，又是一年
国庆时。

你 记 忆 里 的
国庆，是什么样子
的？是那场一早
等在电视前、全家
一起收看的阅兵
实况转播？是过
年一样热闹的群
众集会？还是全
民欢庆的旅游黄
金周？

关 于 国 庆 节
的记忆，老芜湖人
有说不完的故事
——1979年，镜湖
上空绽放的空前
盛大的礼花秀，依
然历历在目；上世
纪90年代，芜湖连
续举办多届大型
菊花展，万菊竞相
绽放的美丽盛景，
让 人 记 忆 犹 新 ；
2000年，一桥飞架
南北的芜湖长江
大桥建成通车，一
连八天成千上万
人有序上桥参观
游览的盛况，仿佛
还是昨天……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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