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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今日落成中”

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电邀李文
骥、茅以升等桥梁专家赴京，共商武汉
长江大桥建桥事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
的指示，铁道部成立了大桥专家组，委
任茅以升为专家组组长兼总设计师，派
遣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赴武汉勘测、钻
探，进行初步设计。他们根据多次实地
勘测、钻探的结果，结合民国年间 4 次
建桥规划留下的资料，经过缜密研究和
1950年、1951年和 1953年的大讨论，初
步形成了武汉长江大桥桥址方案。

1953年4月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
来批准，铁道部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
调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三副司令
员兼总工程师彭敏担任局长，武汉市委
第一书记王任重兼任政治委员。1953年
7 月，彭敏率中国铁道部代表团带着大
桥的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专程赴莫斯
科请苏联专家帮助进行技术鉴定。苏方
派出了 25 位桥梁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
会，讨论鉴定会持续了两个多月，对中
方的方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完善。之
后，在中方的邀请下，苏联派遣了以康
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组长的
28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前来武汉提
供技术指导，支持长江大桥的建设。

1954 年 1 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
院第 203 次会议，听取滕代远关于筹建
武汉长江大桥的报告，讨论通过了 《关
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

1955年2月3日，以茅以升为主任的
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成立。这
个顾问委员会由国内桥梁、建筑、铁
路、公路、钢铁结构、钢筋混凝土、地
质、土壤、市政建设等各方面的有关专
家和教授组成，任务是研究和讨论有关
大桥设计和施工中复杂的技术问题，对
大桥的外观设计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7月，国务院批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
设计方案、大桥的施工进度计划和总预
算。9月1日正式开工建设。

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经过两年
多的艰苦奋战和科技攻关，武汉长江大
桥于1957年9月25日建成，并在10月15
日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

年近80岁的何香凝女士参加了这一
盛大的仪式，当天创作了 《咏大桥》
诗：大桥今日落成中，感谢工人建国
功；更谢苏联同协力，民间从此乐无
穷。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
《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标志 欢庆长
江大桥通车 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
结晶 何香凝老人咏大桥》 的简短报

道：“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在参加
武汉长江大桥落成典礼的当天，写了一首
诗，歌颂这座伟大的桥梁。”该报道还刊发
了这首诗的全文。

1959年，该诗作为反映武汉长江大桥
建设成就的重要见证物，由铁道部交给当时
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拟在正在紧张筹备的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成就展上展出。

这件《咏大桥》纵为77厘米，横为24
厘米。题诗的字体为娟秀的行楷。从格式
上来看，题诗从右到左纵写，诗文分三
列，落款处有“何香凝敬题”字样，落款
时间为“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可能参
加仪式这天没有携带常用的印章，题诗上
没有何香凝本人的钤印。

“一桥飞架破天荒”

虽然只有短短的28个字，但何香凝这
首七言诗里所包含的信息量却很大。

在诗文里，何香凝老人从武汉长江大
桥的落成时间、对工人的高度赞扬、对苏
联援助的感谢以及通车仪式当天的欢乐场
景 4 个方面，对参加此次武汉长江大桥通
车仪式时的所感所想，做了高度凝练的总
结。

诗文首句“大桥今日落成中”，点明了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典礼的具体时间。

“今日”即为题诗落款时间上的一九五七年
十月十五日。这个时间是个值得被中国人
永远铭记的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在长江
上架桥，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居住在长江两
岸的人们千百年来的梦想。1913年、1929
年、1935年以及1946年，民国政府曾先后
4 次规划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但终因种种
原因而搁浅。

题诗的第二句“感谢工人建国功”，高
度赞扬了参加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者
们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建国功”三个
字，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通车对新中国的重大意义。据统计，建桥
工人最多的时候有 1.3 万人，技术人员有
300多人。可以说，大桥的建成，参加这一
重大建设工程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居功至伟。

题诗的第三句“更谢苏联同协力”，表
明了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中，苏联所给
予的巨大帮助。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总工
程师汪菊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长江大
桥建设中，苏联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是无
微不至的。先后来了各种技术专家二十八
位，供应了最新式的钻机。震动打桩机在
苏联还刚设计出来，就因为长江大桥施工
需要，首先给我们制造。苏联运输建设部
部长科热夫尼阔夫同志还专门来工地给

‘管柱钻孔法’做技术鉴定……苏联不仅帮
助我们建成了长江大桥，并且通过新方法
的研究、试验和最后实现，给我们指出了
如何向新技术、新方法进军的道路，帮助
我们掌握了世界最新的建桥技术。”1957年
10月 15日，原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大桥通
车仪式的讲话中指出：“在修建武汉长江大
桥的过程中，苏联政府派来的专家们表现
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不仅帮助了
我们修建大桥和进行试验工作，而且为我
们培养了一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使我
们在完成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同时，成长
起来了一支新型的建桥队伍。”

题诗的第四句“民间从此乐无穷”，既
说明了何香凝在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上
感受到的社会各界欢庆的场面，也暗示了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对新中国和大江南北
人民所蕴含的重要意义。1957年10月14日
《人民日报》在《“一桥飞架破天荒 中国
人民喜若狂” 全国欢庆长江大桥建成》
的报道中指出：“大批祝贺长江大桥提前建
成的诗篇、信件和艺术品从全国各地寄来
武汉。这些诗篇、信件和艺术品，有的寄
给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有的寄给武汉长
江大桥落成通车筹备委员会，还有的寄给
武汉的报纸编辑部。十多天来，有关诗篇
和信件已达千件以上。人们用不同的方法
来表达自己无比欢欣的心情。”

何香凝老人的这句诗正好表达了全国
人民尤其是当时参加通车仪式的社会各界
这种无比欢欣的心情。

中国国家博物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的
藏品，除了何香凝的这首 《咏大桥》 外，
还有董必武和吴玉章创作的《闻长江大桥
成喜赋》 和《庆祝长江大桥通车》 以及周
恩来同志“武汉长江大桥一九五七年建
成”的题字、当时中外团体的贺电贺信
等。这些藏品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
重要物证，是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
重大成就的重要物证，是教育后人铭记新
中国建设和发展历史的重要革命文物。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

“民间从此乐无穷”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何香凝祝贺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题诗

何志文

中国邮政日前发行《第三十二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1套2枚，全套邮
票面值2.40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660
万套。

《第三十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
邮票分别表现了乒乓球混合双打、男子举
重。邮票画面展现了运动员在比赛中的精
彩瞬间，艺术化地呈现了运动的拼搏与竞
技之美、速度与力量之美。背景中的
2021采用抽象化的几何图形呈现，并点
缀樱花图案，画面虚实呼应、充满动感，
烘托出运动会热烈的比赛氛围。该套邮票
由张强和胡曦设计，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
公司胶版工艺印制。

1980 年 2 月 13 日，我国发行 《第十
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全
套 4枚。此后我国分别于 1984 年 7月 28
日为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发
行纪念邮票，全套 6 枚，小型张 1 枚；
1992年 7月 25日为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
的第 25届奥运会发行纪念邮票，全套 4
枚，小型张1枚；1996年6月23日为美国
亚特兰大举办的第26届奥运会发行纪念
邮票，全套1枚；2000年9月15日为澳大
利亚悉尼举办的第27届奥运会发行纪念
邮票，全套1枚为小型张；2012年7月27
日为英国伦敦举办的第30届奥运会发行
纪念邮票，全套4枚；2016年8月5日为
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第31届奥运会发行
纪念邮票，全套2枚。1994年6月23日发
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一百周年》
纪念邮票，全套1枚。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
全会投票表决中国北京为2008年第29届奥
运会的主办城市。为隆重庆祝这一历史性的
时刻，中国邮政于7月 14日特别发行《北
京申办2008奥运会成功纪念》邮票，全套1
枚，附票1枚，主票图案为北京申奥标志，
附票图案为有着国花之誉的牡丹花。

2004年 8月 13日，我国与希腊邮政联
合发行《奥运会从雅典到北京》纪念邮票，
全套2枚，图案分别为“雅典帕提农神庙”
和“北京天坛祈年殿”。两枚邮票图案以希
腊与中国的这两处标志性古建筑为主图，形
成接力关系，并加上奥运“五环”标志，既
突出了地域概念与奥运会的主题，又体现了
绵延不息的奥运精神。

2005年11月12日，中国邮政发行《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和吉祥物》
纪念邮票，全套6枚。第一枚“会徽”，图
案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第二至六枚图案

分别是北京奥组委2005年11月11日公布的
第29届奥运会吉祥物“福娃”。

2006年6月23日发行1枚《第29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会徽》 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
2006年8月8日发行一套4枚《第29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运动项目 （一）》 纪念邮
票。

2007年 4月 27日发行 1枚 《第 29届奥
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接力标志》个性化服务专
用邮票；2007年8月8日发行一套6枚《第
29 届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 —— 运 动 项 目
（二）》 纪念邮票；2007年 12月 20日发行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场馆》纪
念邮票，全套6枚，小型张1枚。

2008 年 3 月 24 日发行一套 2 枚 《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接力》 纪念邮
票，同时发行此套邮票小全张；2008年4月
30日发行一套2枚《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
博览会》特种邮票。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北京举行，开幕式当天中国邮政发行《第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纪念》邮票，全
套1枚。图案展现的是国家体育场鸟巢中飘
逸出一幅象征北京奥运开幕式舞台的山水
画；同时还发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项
目》邮票小全张和《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
博览会开幕纪念》邮票，全套2枚，小型张
1 枚。第一枚“1896 年奥运会邮票 （希
腊）”，第二枚“1928年奥运会邮票（葡萄
牙）”，小型张“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博览
会开幕纪念”。为纪念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中国邮政还

为运动员获得金牌48小时后即时发行《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 个性化邮票；
因下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办，8月24日闭
幕当天我国与英国邮政联合发行《奥运会从
北京到伦敦》纪念邮票，全套4枚。图案分
别为“国家体育场”“故宫角楼”“伦敦眼”

“伦敦塔”。
2008年9月6日，中国邮政发行了《北

京2008年残奥会》纪念邮票，全套2枚。图
案为“北京2008年残奥会会徽”和“北京
2008年残奥会吉祥物”。

2015年 7月 31日，中国邮政特别发行
了1枚《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纪念》
邮票。图案突出表现了北京申办2022年冬
奥会的标志，同时辅以白雪覆盖的长城为衬
托，带给人们冬季的视觉感受。

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了《北京2022年
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全
套2枚。图案为“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
会会徽”。

2018年11月16日发行了《北京2022年
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邮票，全套4枚
连印，图案分别为“越野滑雪”“高山滑
雪”“冬季两项”“自由式滑雪”。

2019 年 12 月 7 日发行了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 个性化服务
专用邮票。全套 2 枚，图案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会徽”和“北京 2022 年冬残奥
会会徽”。

2020年 1月 16日发行了 《北京2022年
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纪念邮
票，全套2枚。图案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
吉祥物”和“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吉祥
物”；2020年11月7日发行了《北京2022年
冬奥会——冰上运动》纪念邮票，全套5枚
连印。图案为“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
度滑冰”“冰壶”和“冰球”。

2021年 6月 23日发行了《北京2022年
冬奥会——竞赛场馆》 纪念邮票，全套 4
枚，小型张 1 枚。图案为“首钢滑雪大跳
台”“国家游泳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小型张图案为“国家
速滑馆”。

激情奥运 方寸争雄
——中国邮票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党玉占

本报讯（记者 付裕） 何香凝美术馆近日推出“扬州八
怪”与扬州三百年绘画特展，展期近3个月。

此次展览当中，南京博物院从馆藏精品中选取唐志契、程
邃、查士标、石涛、禹之鼎、虞沅、王云、袁江、高凤翰、汪
士慎、李鳝、金农、黄慎、高翔、方士庶、郑燮、李方膺、袁
耀、罗聘、王素、吴熙载、闵贞、边寿民20余位扬州籍或活
动于扬州的画家作品，合计约80余件，力图呈现出清代扬州
绘画的兴衰史。

第一部分以“闲淡与激宕”为主题，展现以查士标、石涛
为代表的遗民画风。17 世纪晚期，扬州借助水运、盐业，
经济逐步复苏，发展为江南的富庶之地，成为文化精英竞
逐的舞台。他们以文会友，或甘为遗民创作怀旧诗文，或
出仕清廷，毅然以自身的形象参与扬州文化的重建。当
时，扬州画家不仅有唐志契、唐志尹、宗灏、朱珏、桑豸
等本地名流，更有松江程邃、休宁査士标、遂宁吕潜、昆
山龚贤、旧王孙石涛等外地名家。他们以峭拔孤傲的人格
力量和闲淡激宕的艺术风格，或表达思想，或寄托情感，
直接展现着动人的风采。

第二部分以“工稳与精巧”为主题，展现以顾符稹、李
寅、袁江为代表的职业画风。扬州活跃着一批以工稳精巧见长
的职业画家群体。他们年龄或与石涛相仿，或是石涛的晚辈，
出生于本地，以顾符稹、禹之鼎、李寅、王云、萧晨、袁江、
颜峄、袁耀等人最为突出。禹之鼎摹古，无一不逼真，山水、
花鸟、人物皆善，其成就与曾鲸、谢彬等伯仲之间。顾符稹、
李寅、袁江、袁耀等则接续唐宋，如郭忠恕、刘松年、仇英等
的“界画”创作，描绘有关古典时代名人的山水画、人物画，

以山水仙境、台阁宫观为主。他们师法宋人传统，或白描、或
重彩富丽，一方面追求人文特性，另一方面惯于表现精湛的技
巧意识，用笔严谨工稳，构图颇有气势，营造出极强的装饰趣
味，适宜厅堂悬挂，呈现出扬州商业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审美、
趣味、时尚。

第三部分以“奇异与纵逸”为主题，展现文人画风。清代
乾隆时期，艺术家流寓淮扬，如上杭华嵒、胶县高凤翰、兴化
李鱓、淮安边寿民、歙县汪士慎、鄞县陈撰、宁化黄慎、杭州
金农、甘泉高翔、金陵杨法、兴化郑燮、休宁李葂、南通李方
膺、南昌闵贞、甘泉罗聘等，他们或为师友，或为同乡，交流
切磋，互相促进，无意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绘画创作群体，后
人以“八怪”称之。他们倡导革新，笔墨纵逸，风格奇异，充
分呈现出个性主义的多彩面目。

第四部分以“恬静与温雅”为主题，展现以“邗上五朱”
“扬州十小”为代表的职业画风。随着清代乾隆六十年
（1795）取消盐业专营制度，扬州商业逐渐凋敝，文艺活动急
剧萎缩，鉴藏书画之风不再，有潜力的画家纷纷选择出走东
进。活跃于当时的“邗上五朱”“扬州十小”等一批本籍画家
群体，他们既关注艺术，也关注社会，崇尚摹古，工写结合，
迷恋于恬静温雅的市民审美情趣中，却已然没有了清中期艺术
市场方面的持续影响力。

“扬州八怪”与

扬州三百年绘画特展

西汉彩绘漆龙鸟纹圆盘，西汉，高6厘米，口径26厘米，
底径1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西汉彩绘漆龙鸟纹圆盘出土于荆州江陵高台28号墓。此
盘色泽鲜艳，花纹绚丽，正中由三周黑色细线组成三个同心
圆，圆中心绘一鸟，四周绘4条抽象的龙纹，并内绘鸟两只。

三鸟均为黑色轮廓，内圈中央作站立状，长腿短尾，气定
神闲；另外两只遥遥相望，一只呈鸣叫状，一只呈行走状。四
龙之龙体弯曲，呈现升腾滚动状，作曲线形，首尾内卷，首尾
及龙爪部位均饰涡状云纹。

此盘木胎，敞口，平底，外髹黑漆，内髹红漆。画法洗练
夸张，工笔细绘与抽象写意相得益彰，呈现出龙舞凤鸣的和谐
景象，极具西汉漆器的装饰风格和特点。 （付裕）

何香凝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题诗

武汉长江大桥的
建成，是新中国建设
和发展史上一项重大
的成就。

1949 年 9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夕，时年63岁的李文
骥联合茅以升等一批
桥 梁 专 家 ， 提 出 了

《筹建武汉纪念桥建
议书》，建议建造武
汉长江大桥，作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
纪念建筑。

这一建议书受到
高度重视，规划建设
武汉长江大桥事宜很
快被提上新中国建设
的日程。

金农 牵马图 纵48.6厘米 ，横80.1厘米 1761年 轴
纸本 设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