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的王瑞明，对
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桥有专门的调查资料。

王瑞明介绍，1896 年，大清铁路督办盛宣
怀申请兴建卢汉铁路的奏折得到批准后，从北
京卢沟桥到湖北汉口的铁路规划提上日程，但
在黄河上建如此大的铁桥，对于清政府是有难
度的，便委托比利时公司具体承办。

因为黄河在世界的名气，引起多国专家关

注，清政府在1900年请德美意三国专家到黄河
现场查看，向东几乎全是深深的沙土，只有在
黄河出邙山口处，地下地质坚硬，适合选做桥
址。

这个长 3015 米的大铁桥，于 1905 年 11 月
15日建成，1906年 4月 1日正式通车，1987年，
国务院批准将黄河铁路大桥拆除，南端5孔160
米作为历史文物保留下来，供后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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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友表演拿手曲目激励
徐女士

主持人张先生一番简单的开场白后，代
表歌友们向徐女士送上祝福。

一曲《欢聚一堂》慢慢地将场上气氛推
向高潮，场外的徐女士被搀扶着站到乐队边
上，她紧闭着双眼开始哼唱起来。

一首首的歌曲轮番响起，歌友们上场表
演自己拿手的曲目，还邀请徐女士跟着上来
一起演唱。徐女士站在场中，闭上双眼用心
聆听着，手随之打起节拍，双脚也在音乐中
有节奏地踩上了舞步。

当《我爱桃花我爱家》《最美的歌儿唱给
妈妈》旋律响起时，徐女士跟随歌友唱出声
来，她的表情显得激动，眼中也泛起了泪花。

市民称老年歌友的热情
温暖人心

徐女士压轴出场，《毛主席的话儿记心间》
唱完，她想要走下场去，但歌友们拉住了她。

“再唱一首，好久没听你唱了，你声音
好，歌声甜。”绿荫二四草根歌友团的团友们
挽留，徐女士笑了起来，她拿起话筒又是一
首《谁不说咱家乡好》。

她看不到自己演奏时的热烈场景，歌友
们不时上前和她握手，鼓励她好好治疗，希
望她早日回到歌友团继续领唱。

徐女士说，歌友们的鼓励和祝福是宝贵
财富，更让她在这个冬季感受到别样的温
暖。而对于这场未事先通知和预演的演奏，
市民马先生说这场演奏不但感动了徐女士，
也感动了游园市民，而参与其中的老年歌友
的那份热情，让他内心感觉温暖。

线索提供 王鸿

冉秋苑里，一场热
闹的演唱会，被一群年
迈的歌友们轰轰烈烈
地开展起来。

59 岁的徐女士站
在场中，闭上双眼用心
聆听着，手随之打起节
拍，双脚也在音乐中有
节奏地踩上了舞步。

因为患上急性青
光眼的原因，徐女士停
下了自己的歌唱，但这
次在一次次地鼓励和
阵阵喝彩中，又重拿起
话筒。

记者 汪永森 文/图

昨天下午，广场上几张泛黄的歌页早早悬挂
起来，绿荫二四草根歌友团的条幅也挂了出来。

“绿荫二四”乍看让人不明其意，歌友们提起
它却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空间和时间组合起来，我
们这些老家伙周二、周四都在绿荫广场活动”。

这次演奏是个例外，20多名歌友将表演地点
换到了郑州西区的冉秋苑，还打破了周三并不集

中表演的习惯。
“小徐有心结，我们得帮她解开，这是为她举

办的专场演奏，我们希望她和我们一起表演。”一
名年老的歌友介绍，徐女士不但连续 4个月未能
参加团体活动，还因为疾病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2点半前，歌友们陆续赶来，女歌友在场中寻
找起徐女士，看到她上前拉起诉说短长。

徐女士今年 7月患上了急性青光眼，病情始
终不见好转，医生希望她能静养。

丈夫蒋先生搀扶着她，蒋先生说,妻子年轻时
是文艺青年，曾经报考文艺兵及开封豫剧团，分
数够却因家庭原因未能就读。

“退休后她就加入了合唱团，在合唱团里，她有
时独唱，有时领唱。”蒋先生说，妻子一辈子爱好音

乐，前一段因眼疾经常足不出户，心情抑郁了很多。
妻子不再歌唱，面容中难得见到笑容，亲人

多次宽慰也是收效甚微，蒋先生为妻子的状态头
疼不已，他既心疼又急切，这次看到妻子露出浅
浅笑意，才放下心来。

“歌友团自发举办演奏会，现在她开心多
了。”蒋先生说。

歌友团为她办起专场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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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
古建古建1903 年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桥动工，1906 年通车，长 3015 米，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是全国最长的桥

梁。它作为中国铁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横亘在黄河上，虽然现在只留下一部分，但它作为近现代科技
含量高的建筑，在全国也非常知名。 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昨日上午，记者进入黄河风景名胜区大
门，进门右侧 40米处就是这座桥的最南段，现
在这里保留了160米长，桥头立着两个牌子：一
个是“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桥”，一个是“中国黄
河第一座铁路桥遗址”。

一侧简介写着：“中国黄河第一座铁路大
桥，兴建于 1903 年 9 月（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6 年 4 月通车。工程造价库平银 265 万两。
桥长3015米，102孔，是中国第一座横跨黄河南

北的钢体结构铁路大桥。1952 年 10 月 31 日，
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桥。1958 年新建京广铁路
黄河大桥。为防止老桥阻水，以利防洪，1987
年7月拆除桥上部钢梁，保存南端5孔160米。”

登上这座桥，只见标着英文字母的铁轨还
嵌在桥面上，道钉、轨夹、枕木，静静地守了100
多年。站在桥头向北侧的黄河看去，残桥还卧
在黄河内。铁轨虽然发乌但却没有生锈，可以
看出当时铁轨所用材质之优。

王瑞明介绍，100 多年已如白驹过隙，而
这座大桥留给后人记忆中的点滴故事，并没有
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

“修这座桥时，郑州还叫郑县，是个很不起
眼的小县城，铁路贯通后，郑州迅速发展起
来。该桥修建伊始就因技术不足而频发事
故，常因修桥导致火车停运。1925 年冬，一列
火车在桥上行驶中，因桥桩不堪重负，突然垮
塌，两节客车坠入黄河，300余名旅客死亡。”王
瑞明说。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普查科汪松

枝介绍，黄河第一铁路桥已作为郑州第二批
文物保护单位划入保护范围，这座桥是黄河
上第一座铁路桥，也是中国清末洋务运动之
时，一大批致力于强我中华之梦的仁人志
士，看到了铁路作为国家未来运输大动脉，
而坚决要求在中国大地上修建铁路。

黄河第一铁路桥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
以科技为支撑的古建之一，也是中国铁路史上
的重要标志之一，这座铁路桥上的铁轨大多由
当时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汉阳铁厂制造的，这座
桥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残留的桥诉说着沧桑的历史

这座桥是黄河上第一座铁路桥

因为黄河的名气引起多国参与修建

黄河铁路桥

歌友们为徐女士举办演奏会歌友们为徐女士举办演奏会

黄河第一桥：一座桥的沧桑史
它什么时候建成？什么时候通车？建桥时花了多少银子？
为什么要拆除？为什么要保存160米没拆？

她的眼睛出了毛病 ，心情变差了很多

歌友为她举办音乐会就是让她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