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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桥施工图设计

俞仁忠年轻时在桥梁工地

俞磊在看桥梁图纸

三代人的技术交流

江南水乡，蜿蜒的小河，像绸带一样轻柔地缠绕在翠绿的田野间。河上，一
座座石桥静默横跨，它们见证了岁月流转，承载了无数行人的脚步。俞氏，一个
与桥共生的名字，六代人的坚守与传承，如同那些石桥一样，历经风雨，却愈发显
得坚韧和美丽。他们在桥上雕刻着时光，也在心中镌刻着家族的荣耀。每一座
桥，都是他们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他们的梦想和希望。

6代人，参与“建桥”3000多座……当我们漫步在这些石桥上，脚下是历史的
沉淀，眼前是如画的美景。我们仿佛能听到，那些古老的石桥在低语，讲述着俞
氏家族的故事，那些关于坚持、关于传承、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它们如同一首
首动人的诗，被风轻轻吟唱，如水静静流淌，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

■记者 胡佳英 陶佳敏 见习记者 管学悦

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水乡的“标配”。一座
座窄窄的、长长的石桥，架于清清小河之上，或位
于农房前后，或位于阡陌农田，组成了如诗如画
的江南风光。两岸百姓穿过小桥，或串门或赶
集，好不热闹。一座石桥，既是江南水乡重要的
组成部分，又见证着两岸的发展、观照着百姓的
生活。

在独山港镇衙前村，有一户俞姓人家，六代
造桥。据俞氏后人回忆，先祖生于清末民初，俞
善庆为俞氏桥梁世家第一代。因生活所迫，再加
上当时风气以手工艺人为尊，俞氏先祖开始精研
桥梁技艺。与其他手艺人一样，俞氏学会了造
桥，也就找到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然而，与
其他手艺人不一样的是，于俞氏而言，造桥已不
仅仅是立世的根本，而是成为一代传一代的手
艺，俞氏深耕造桥这门手艺，至今已有六代。

一门手艺，一条谋生之道。造桥可不易，既
是一门苦力活，又是一门技术活。据俞氏桥梁世
家第四代传人、今年81岁的俞田观介绍，江南地
区多见石平桥、石梁桥，而制作这些桥梁的原材
料多为石头，因此“凿石头”成为他们造桥人的必
修课。

平湖不产石，石桥却多见。对造桥人而言，
“凿石头”的前提是先去湖州等地采购原石，这也
是俞氏造桥原材料的来源。一艘装载着石头的
船只，在手摇杆的滑动下慢慢靠岸，成为俞氏后
人存在记忆深处的画面。

石头搬运回平湖之后，将又大又硬的石头凿
成石块，考验着手劲和手功。为了把握开石的精
度，石匠手上不能戴手套，这也是这一行的惯用
做法。然而，开石可不是简简单单地将大石头劈
成小石头，而是要讲究纹理。识别纹理、把握准
度，即使知道了这些理论知识，也只有经过“千凿
万凿”，才能将这些理论知识具象化。

按照纹理开石，再根据所建桥梁的尺寸、规
格理石，最后一块毛石就变成了半成品料石。就
拿俞田观来说，13岁的他初学造桥手艺，光学凿
石头就学了五年。这五年多的时间，对俞田观来
说是打基础的五年，这也垒砌了他今后造桥的高
度。不仅仅是俞田观不仅仅是俞田观，，对每一代俞氏而言对每一代俞氏而言，，学凿学凿
石石、、打基础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打基础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正是因为正是因为
基础打得牢基础打得牢，，才让俞氏成为了平湖才让俞氏成为了平湖、、金山两地颇金山两地颇
负盛名的桥梁世家负盛名的桥梁世家。。

““石匠利胜石匠利胜””，，是地方百姓对俞氏桥梁世家第是地方百姓对俞氏桥梁世家第
二代传人俞利胜的尊称二代传人俞利胜的尊称。。看似一个普通的名号看似一个普通的名号，，
饱含着村民对俞利胜造桥专业度的肯定饱含着村民对俞利胜造桥专业度的肯定，，也饱含也饱含
着对他为人的认可着对他为人的认可。。““所以对我们造桥人来说所以对我们造桥人来说，，造造
桥既是苦力活桥既是苦力活、、技术活技术活，，又是良心活又是良心活。。””俞氏桥梁俞氏桥梁
世家第五代传人世家第五代传人、、今年今年6161岁的俞仁忠说道岁的俞仁忠说道。。

何以理解造桥是一项何以理解造桥是一项““良心活良心活””？？据俞仁忠据俞仁忠
介绍介绍，，造一座桥便利的是两岸百姓造一座桥便利的是两岸百姓，，所以造桥被所以造桥被
认为是一件积德的事情认为是一件积德的事情。。以前往往是县衙出资以前往往是县衙出资
或乡绅集资或乡绅集资，，聘请造桥人开始造桥聘请造桥人开始造桥。。于造桥人而于造桥人而
言言，，造桥不仅是一份营生造桥不仅是一份营生，，更是一件善事更是一件善事、、好事好事。。

““一座石桥往往要用上百年一座石桥往往要用上百年，，对沿岸的百姓来说对沿岸的百姓来说，，
可能一走就是一辈子可能一走就是一辈子，，所以我们都是凭良心造所以我们都是凭良心造
桥桥。。””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一代又一代的俞氏后一代又一代的俞氏后
人以良心为标尺人以良心为标尺，，衡量着造桥的工艺衡量着造桥的工艺。。

学一技立身
谋生：

从开石，到理石，最后到料石，一项项手艺经
过岁月的沉淀变得更加熟稔。俞氏一族学技，学
的是造桥的技术，守的是为民造桥的良心。

怀揣着建设家乡的梦想、为民造桥的初心，
1960年，俞田观在县交通局的邀请下，在全塘组
建了一支桥梁施工队伍，建造了平湖地区的第一
座石平桥——南河楼桥。这座桥以其优良的质
量和稳固的结构，很快在平湖本地赢得了良好的
口碑，俞田观和他的团队也因此声名大噪。

时间来到1966年，平湖县决定整合资源，将
乍浦马山、黄姑、黄山和全塘的四支乡镇桥梁队
伍合并，成立了“平湖县四社联营农村桥梁工程
队”。凭借出色的造桥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俞田观被委以重任，担任这支新成立的桥梁工程
队队长，全权负责整个队伍的工作。

不辜负组织信任、不辜负群众期许，多年来，
俞田观始终深耕于造桥事业。后来，平湖各乡建
立造桥工程队之际，俞田观亲自选拔了一批技艺
精湛、责任心强的徒弟，派遣到各个乡担任造桥
工程队队长，而他自己作为“总负责”，总是到现
场给大家培训、指导。“你看我做”的现场式教学，
让一支支造桥工程队完成了从“草台班子”到“专
业队伍”的完美蜕变。

“一个乡，一个造桥工程队”的人员配置，正
是为了满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大建
设事业。建设为民，建设惠民。上世纪60年代，
平湖地区竹桥较为普遍，这些竹桥大多数是由一
根根细长的毛竹捆扎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此
类桥梁渐渐暴露出结构不稳定、易受虫蛀等问
题，严重制约了村民的出行安全和便捷性。

毛竹桥改成水泥桥，俞田观等造桥人“顺势
而为”。利用预应力设备制作桥梁板，再利用打
桩设备往水里打入水泥桩，然后盖上梁帽，再铺
上桥梁板，一座简易的水泥桥就建造完成了。上
世纪 70年代左右，随着拖拉机等大型农业机械
的广泛应用，一座座桥梁既要满足人和牲畜，也
要满足农机通行，对桥梁的承载力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机耕桥逐渐兴起，相比水泥桥，其桥梁更
宽更厚，承载能力更强。水泥桥、机耕桥等桥梁
无需频繁维护，具有更高的耐用性，而且跨径更
大，适用范围更广，极大地提高了桥梁的实用性
和经济效益。一时间，这些桥梁如雨后春笋般拔
地而起。

“自古以来，造桥都是为了百姓需要。”俞田
观说，适应时代发展始终是他们造桥人遵循的原
则。上世纪 80年代，可供汽车行驶的公路桥建
设之风，逐渐从大城市吹到了小县城。在平湖县
的组织安排下，俞田观等人也外出参观学习考
察，再加上同济大学的桥梁专家来平上课，俞田
观等人“解锁”了系杆拱桥、双曲拱桥、桁架拱桥
等不同桥型，符合平湖地形的各类桥梁逐渐进入
大众视野。

从毛竹桥、水泥桥到机耕桥、公路桥，不管时
代怎么改变，为民造桥始终是俞氏六代坚守的信
仰。

为百姓造桥
积福：

修桥造路的匠心独运，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
化积淀与技艺传承。俞氏一代又一代的造桥人，
正是这种文化传承的生动写照，他们用巧手与坚
韧修建了一座座桥梁，也修炼了自己的人生品
格。

俞田观13岁开始学习凿石、抬石，儿子俞仁
忠 17岁就进入桥梁工地，开始从事造桥工作。
从小就在俞田观的影响下，俞仁忠对桥梁事业耳
濡目染。随着时代的发展，工程技术不断进步，
俞仁忠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于是，他选择在传
承原有技艺的基础上引进新方法。

第一座城市桥、首座刚架拱桥、首座预应力
悬臂梁桥……一座座更为现代的桥梁伫立在平
湖的各条大河之上，为城市的交通贡献着自身的
价值。“我修建的第一座刚架拱桥，就是现在的关
桥，当时建这座桥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这是
一次全新的技术突破。”俞仁忠回忆道，关桥的建
造既要解决跨度和承重的问题，又要达到通车的
标准，再加上首次尝试新桥型，给俞仁忠他们带
来了难度与挑战。再加上土壤压缩，桥台发生位
移，给关桥的建造带来了重重阻力。

难题，难不倒爱跑现场的俞家人。俞仁忠在
工地现场反复测量与钻研，并利用在苏州学习到
的图纸设计、机械运用等知识和理论，俞仁忠想
到了在桥台与河岸之间放置摩阻板的方法。用
摩阻板抵住桥台和河岸的泥土，把桥台往外推
出，终于固定了桥台的位置，难题迎刃而解。

跑现场、爱钻研，数十年的坚守在俞仁忠身
上留下不少印记。“黑”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粗
糙黝黑的皮肤是烈日留在他身上的痕迹。手上
曲折的皱纹，手掌厚厚的老茧，每一处痕迹都是
俞仁忠下基层、跑一线的“勋章”。“我的父亲就是
这样的人，每每到了造桥的关键节点，他总是放
心不下，要去现场督工程。”俞仁忠说道。

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俞仁忠的儿子俞
磊也接过了家族造桥的“接力棒”。“爷爷和父亲
一直对我说，造桥一定要用心，不能为了尽快完
工就糊弄，建一座桥首先保证的就是质量。”俞磊
说，关于“桥梁”的一切从小就刻进了他的人生轨
迹里，在他看来，这是一份家族的接力，更是一种
文化的传承。因此，走上工作岗位，他也毅然选
择了桥梁相关的行业。“这份事业能传承至今，经
历六代，已经不仅仅是造桥技艺的延续，更是一
种精神寄托。”俞磊说。

像祖辈像祖辈、、父辈那样跑现场跑一线父辈那样跑现场跑一线、、抓品质抓抓品质抓
安全安全，，俞磊渐渐独当一面俞磊渐渐独当一面，，成为了平湖市交通工成为了平湖市交通工
程有限公司的副经理程有限公司的副经理。。他不仅继续推进桥梁建他不仅继续推进桥梁建
设设，，而且还拓展了智能化系统而且还拓展了智能化系统、、公路安全设施以公路安全设施以
及消防设备等领域及消防设备等领域。。他坦言他坦言，，作为桥梁世家的传作为桥梁世家的传
承人承人，，祖辈留下的造桥技艺不能丢祖辈留下的造桥技艺不能丢，，几代人塑造几代人塑造
的精神品质更要传承的精神品质更要传承。。现在他的两个孩子都已现在他的两个孩子都已
出生出生、、学习学习，，他也希望家族的这份他也希望家族的这份““宝藏宝藏””能在自能在自
己的孩子身上得以传承己的孩子身上得以传承。。

从俞氏祖上选择造桥从俞氏祖上选择造桥，，到如今已经六代了到如今已经六代了。。
在俞田观的身上在俞田观的身上，，有一股坚持与专注有一股坚持与专注；；在俞仁忠在俞仁忠
的身上的身上，，有一份传承与融合有一份传承与融合；；在俞磊的身上在俞磊的身上，，更有更有
一种创新与拓展……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一种创新与拓展……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一代有一代有
一代的气质一代的气质，，这些不仅成就了他们的造桥事业这些不仅成就了他们的造桥事业，，
也造就了俞氏六代造桥的传奇也造就了俞氏六代造桥的传奇。。

而这样的传奇而这样的传奇，，还在继续书写……还在继续书写……

修桥亦修身
传承：

——俞氏六代江南筑梦

桥影流年

俞田观生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