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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桥墩诉说着几百年历史，斑驳的条石刻录

岁月的辙痕，一座桥连着一个故事，一座桥延伸着一

处地标。

祥符桥，它是一座桥，它也是一个地名，它见证了

祥符这个地方的历史，而这个地方也赋予了祥符桥

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内涵，人与桥就这样在历史

的长河中相互融合，互为一体。

如今，祥符桥即将迎来新生，它又有哪些不为人

知的故事，钩串起祥符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祥 符桥 横 跨宦塘河，是一

座具有近500年历史的五孔石梁

桥，全长19米，宽3.6米，高5米，

连接着祥符直街和祥符北街。

2005年3月祥符桥被列入浙江

省文物保护单位，在京杭大运河

申遗时，被纳入国家级文保点。

据有关资 料记 载，祥 符桥

最初可能建于北宋。“祥符”有

“吉祥的征兆”代表之意，蕴含

着“人与自然的互动互融”的意

义，另外“祥符”还是北宋真宗

的年号，当时政治清明，经济文

化繁荣，文人在各个艺术领域都

有相当高的成就，而建筑 规划

设计也是其中之一，所以祥符桥

的建立和命名很有可能与之有

着某种联系。

现在 所看到的 祥 符桥，据

考证是明代重建，桥下有明嘉

庆重修石刻题记。桥栏中部外

侧 各 雕 刻“ 祥 符 桥”字 样，其

中一边是阴刻的篆体字“祥符

桥”，一边是阳刻的大楷“祥符

桥”，这有可能是中国古代阴阳

结合的象征意义，也有可能是各

时期的形貌特征。

祥符桥 百年积淀

因为祥 符桥的 存 在，周围

的村子也被称为祥 符桥村，后

来 又有了祥 符镇（目前为祥 符

街道）。

在祥符桥两侧分别是祥符

直街和祥符北街，街两侧是集镇

商业和居民住宅。

祥符桥以南的祥符直街，保

留着部分木结构的老房子，斑驳

裸露的青黑色砖墙，还有极具代

表性的拱门，都透露着祥 符特

有的历史气息。桥北的祥符北街

仍保留有建于清末民初的茧行

（茧丝集中收购场所），北街15

号的粮站旧址则承载着人们凭

粮票买米的记忆，保存完好的

雕花木床 和衣柜、褪色的暖手

铜炉、老旧的八仙桌等老物件无

不勾起人们儿时深深的回忆。祥

符桥不仅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历

史韵味，更印刻着祥符几代人的

时代印记。

据当地 老人说，当年 祥 符

老街上有几 家茶 馆，生 意特别

红火，茶馆里经常有说书先生

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大

书，有时还有《断桥》《红楼梦》

等越剧唱段。每每如此，茶馆都

是爆满，嘹亮的唱腔和潮水般

的喝彩声，引得河上过往的小船

也禁不住停下来观望。如今这

些生活乐趣已成为历史，成为老

人们茶余饭后的美好回忆。

祥符街 集镇文化

祥符桥 佛家渊源

祥符桥有别于其他石桥有

两大特别之处。其一就是祥 符

桥靠几块石板拼成一共四组桥

墩成列矗立在河里支撑，用整

块石板作为桥墩的石桥在杭州

并不多见，这种 做 法除了考虑

到石板的支撑作用以外主要还

是节省了河流 的空间，有利于

船只的通行，减 少桥墩 对水流

的阻力。

祥符桥的特别之处其二还

在于梁柱石板上的莲花浮雕，

据说这在江南的众多桥梁中都

是少有的。杭州是有名的佛教

胜地，名山之下，名川之畔，常

有佛寺踞 守，佛家 造桥 带有深

深的信仰烙印。像 上下天 竺几

座桥和道路路面就雕有代表佛

教艺术的莲花。而如今在祥 符

桥望柱上除了石狮还有石雕莲

花的宝座。虽然经 过岁月的侵

蚀，莲花宝座已经有些残破，但

仍可以看到其雕刻技法纯熟，

形象生动，尤其是覆莲，样式与

南星桥遗留的宋代望柱形状类

似，由此可以判断，祥符桥的覆

式莲望柱可能为宋代原物。另

外祥符桥其中一组桥墩还刻有

莲花，上半部分是下垂的荷叶，

中间空白的框，可能曾有什么图

案，下半部分是数枝荷的根部，

与上部的荷叶连为一体，如此

的创意并不多见，再加上桥边曾

建有颇负盛名的祥符寺，从中也

可窥知祥符桥造桥者可能和佛

家的渊源颇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祥符桥周边楼盘林立，现代化气

息浓郁，而曾经繁华的祥 符直

街、祥符北街却始终保持着城中

村的原貌，和杭州这座优美的

江南水乡、活力之城愈发显得格

格不入。

不 破不立，面对老旧破 败

的祥 符老街，祥 符街道在今年

7月底 完 成 城中村农户清零的

目标。 

未 来 5 年，祥 符 桥 历 史 文

化街区的故事将从这里崭新出

发。街区秉承“保护性开发，传

承历史文脉”的理念，保留祥符

桥及原街巷尺度和原建筑风貌

与肌 理，挖 掘提 升历史 文化价

值特征，打造引导街区文化商业

的发展，真正让城市融入自然，

让老底子的祥符人能够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承载起记忆，记

得住乡愁。

按照计划，祥符老街将在明

年启动项目建设。现代化的设备

会给这条老街注入新的活力，

祥符桥上的石狮子，在经过了近

500年的风吹日晒后，也将和我

们一起静静等待着祥符老街全

新时代的到来。

祥符街 重焕新生

祥符桥（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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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资料参考自《河水流长——沿着运河的印迹》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