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变迁 不变的安平桥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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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800多年前，安海就已经建造了一座跨海
长桥。它由花岗岩砌筑而成，长度约 2255米，是中
国现存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也是世界最长的跨海
梁式石桥，它就是——安平桥。

安平桥是什么时候建的？在古代，安海为什么
会建这么一座跨海长桥呢？

据历史记载，安平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
年），历时十四年，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告竣。

古时，安海港是一个得天独厚、瓶颈形的天然良
港，是泉州港的重要支港，所以，安海港也随着泉州
港的发展而兴盛。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
立市舶司以统制内外海商，不久也派官员在安海设
立“石井津”榷税，安海港正式成为泉州港统一管辖
的海外贸易港口。

安海文化人士许谋清介绍，宋元时期，安海的繁
荣程度不比泉州港差。1130年建镇，实际上就是建
立一个税务机构，当时的镇长只管税。南宋时，朝廷
的财政五分之一靠海港，泉州港的税收有一半来自
安海港。三湾十二港中，因为海上贸易而建镇的只
有安平镇。

当时，安海港海交贸易非常繁荣。在安海，安平
商人有两种：坐商与行商。先民们借此扬帆远航商
贸，安海也成为货物通商集散地。然而，“方舟而济
者日千万计，飓风潮波，无时不至，船交水中，进退不
可……大为民患。”船渡的艰难，严重影响港区货物
的吞吐，制约了当地交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于
是，当地民众都有一个心愿：修建一座横海桥梁。

据明《八闽通志·卷十八》载：“安平桥在石井镇
（今安海），宋绍兴八年，僧祖派始议为石桥，镇人黄
护及僧智渊各施万缗为之倡。”（备注：缗，古代计量
单位，通常以一千文为一缗。）

牵头人有了，捐资万缗的倡导者也有了，于是，
安海的殷实商人群起应之，纷纷捐款用于造桥。难
得的是，往来于安平商圈的外地商人也积极捐款。

据晋江市文保中心主任吴金鹏介绍，当时在修
桥过程中，除了僧人、海商，还有地方官员、皇族的参
与，老百姓也参与了捐资建桥。所以，社会多元结构
来支持建桥，才能够成就安平桥这么大的一个工
程。这是在22个遗产点当中，多元社会结构支持海
洋贸易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

据悉，安平桥的建成，不但推动安海港的发展，
也推动了整个泉州港口的发展。安平桥之所以能修
成，就是原来北宋时期海外贸易给泉州积累了大量
的财富，人民才有能力来建造安平桥。桥建成以后，
又进一步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助推泉州港成为东
方第一大港。

安平桥为啥能迈入世界遗产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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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名录添上安海元素。
7月25日傍晚，福建福州，随着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现场落锤声响。“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
当晚，晋江市安海镇安平桥畔，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嗦啰嗹、掌中木偶、高甲戏、南音、舞狮……一个个“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共同祝贺泉州申遗成功！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从这个意义来看，作

为泉州22个申遗遗产点之一的安平桥，可以说是正式走向世界舞台。
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海内外安海人欢呼雀跃，激动、骄傲、不胜欣喜，庆祝安平桥迈入世界遗产殿堂。
安平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横贯闽南沿海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全部用花岗岩砌筑，宽3.8米，有361个桥墩，大约长2255米，俗称“五里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

桥，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
倡建安平桥的富商黄护，经营海外贸易，成为安平首富。1138年，黄护倡建安平桥时，泉州港已进入鼎盛时期。走上这座石桥的脚步，来自世界各处，他们的行囊里有茶叶、瓷器、丝

绸和香料。安平桥方便过往商客出行，见证了“涨海声中万国商”“市井十洲人”的繁华图景，也留下了诸多史迹，向世人诉说着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往事。

在古代，安平桥作为商贸之桥，对
安海的经济、商旅运输、对外贸易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安平桥是海
内外安海人的乡愁寄托，每一位安海
游子无论身处何地，记忆中永远有一
座安平桥。

悠悠长桥，巍巍白塔。作为国保单
位安平桥的重要附属建筑，白塔耸立在
安平桥桥头，它是安海文明的象征，也
是安海人的骄傲。它“帮助”安平桥连
接着海内外安海人的乡愁记忆。

年龄不同，乡愁记忆也不同，正如
海内外安海人对安平桥的记忆——随
着时代的变迁，安平桥周边也在悄然
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围海造
田，安海湾水域面积不断缩小，安平桥
大部分已经不在水中。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安平桥与诸多附属建筑
塔、亭、楼、台先后进行重修，并在石桥
两侧清淤，引水恢复“水上桥”风貌。

2011年，安海镇政府结合安海海
东鸿塔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加强安平
桥综合整治和资源开发利用，提升安
平桥文化的“软实力”。

2016年 12月 23日，在各方的共
同努力下，安平桥景区通过福建省旅
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
的评定，晋升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历经800多年的时代变迁，长桥依旧，
成为安海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载体。

此后，元宵猜谜、端午捉鸭、中秋
博饼，传统佳节的活动已成为安平桥
景区的一大特色，“三大节庆”系列活
动品牌不断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经济效益，既是安海古镇的文化盛宴，
也是抒发爱国爱乡情怀的一个开放包
容的大舞台。

长期以来，安海社会各界都持续
关注及用心推动着安平桥的保护工

作。2015年，安海政协委员提出把晋
江安平桥、安海龙山寺列入“海丝古城
泉州（刺桐城）的重要遗存”，加以保护
管理的议案。2017年，参加泉州市十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王美英、唐春晓
等7名晋江籍泉州市人大代表联名建
议将安平桥、龙山寺纳入泉州申报“海
丝”世界文化遗产点。

为了进一步推动安平桥申遗工
作，2019年，安海镇党委政府专门成
立安平桥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
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第一副组长，分
管领导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和
工作点点长为成员，明确申遗工作责
任分解表，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责任到人。领导小组统
筹推进安平桥申遗工作，研究决定有
关工作方案、工作措施，协调解决申遗
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安海镇有关负责人介绍，安平桥申
遗工作领导小组主要的工作包括：按照
泉州市、晋江市申遗的总体部署安排，
以及申遗标准和技术要求，高效完成各
项申遗任务；加强对安平桥的保护修缮
及周边环境的整治提升。通过深入挖
掘、搜集整理、宣传展示等一系列工作，
对外展示一个内涵深厚、风景优美的人
文景观；以申遗为契机，提高当地群众、
相关部门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凝聚各
方力量，积极投身到文物保护与传承发
展的工作中，开创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
工作新格局。

2020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作为2020年我国的世
界遗产申报项目，新增 6个遗产点。
其中，安平桥作为泉州重要的海洋性
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新增的重要遗产
点之一。当消息传来，家乡人民为之
骄傲、为之雀跃。

日前，在安海古码头水心亭渡头整治工程
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对古渡头周边
场地进行铺装。

安海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为做好安平桥
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在上级有关文保单位
的关心指导下，经前期系统筹划，此次周边环境
整治提升项目包括：安海古码头水心亭渡头整
治工程、瑞光塔广场整治工程等。目前，安平桥
修缮工作由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委托专业机构
正在做前期工作。

近年来，安海镇十分重视安平桥的保护、规
划，着力打造“安平古镇 海丝名城”城镇品牌，
将安平桥区域、安海三里街与周边部分地块打
造成安平桥景区，面积约144.8万平方米。

安平桥景区集文化体验、观光览胜、休闲运
动、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主要包括三里街、
白塔凌霄、安平桥、水心禅寺、澄渟院、中亭、欧
阳之家非遗展示馆、振万园、鹿径水云、鹄渚听
鹂、民俗及人物主题雕塑等景点。

目前，安平桥景区的游客量日益增多，已成
为宣传海丝文化、展示晋江和安海形象的一张
亮丽名片。

“近年来，安平桥景区在旅游相关部门及镇
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镇各部门和社会
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围绕湿地
文化、民俗文化、古桥历史，整合景区旅游资源，
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景区综合管理，加
大旅游宣传力度，推进旅游市场开发，统筹运
作、精心安排，在景区管理、资源保护、项目建
设、市场开发等方面均取得一定进展。”安平桥
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据不完全统计，
2018年至2020年，安平桥景区游客量超721万
人次。

说到安平桥景区，不得不提的还有“三大节
庆”活动。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下，2016年开始，安海镇党委、政府着力举办端
午、中秋、元宵三个传统节庆活动，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安海人文旅游目的地建设，
以文化影响力推动城镇品质提升，让文物事业
惠及人民群众、融入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

作为当地政府，安海镇未来将如何保护安
平桥和弘扬安平桥文化？

据了解，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安海镇围
绕小城市建设目标，按照“北拓南进”的空间布
局，将重点打造三大片区，其中一个就是兴安文
旅融合生态区，即通过串联安平桥周边区域文
旅资源和曾埭千亩田园生态资源，建设南翼新
城中央田园、晋西辅城生态示范区、环安海湾慢
生活区，集聚商气人气，用古桥、古街、古寺、古
镇打造环安海湾文化旅游消费目的地。

安平桥，这座历经千年风霜的历史名桥，承
载着无数人的童年、情感和乡愁，我们有理由相
信，未来的安平桥必将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出独
特的璀璨之光。

港盛建桥
助推海洋贸易更加繁荣

重保护 兴文旅
着力打造“安平古镇 海丝名城”

白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