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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桥南就是茶山街道，陈伟堂
小时候，这里是风景如画的茶山乡。

“听老一辈的人讲，茶山有一条
专门运输贡茶的茶山路，茶山之名
由此而来。”陈伟堂介绍，茶山乡原
有上百座形态各异的土丘墓冢，期
间树木苍翠，虽无崇山峻岭，却也颇
具山形。

“这里林密荫深，起伏蜿蜒，被誉
为‘茶山风景甲郡城’。我小时候曾
目睹这一美景。”陈伟堂说，茶山除
了风景美，还走出了一批名人，具有
代表性的是张惠言和张太雷。

张惠言是清代“阳湖文派”和“常
州词派”的领袖人物，出生在清凉寺
旁。他幼时常常挨饿，经过刻苦攻读
终于成为当时的中国文派领袖。

德安桥南子和里3号的一幢普
通清式民居，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张太雷的故居。1918年，张太雷与
夫人陆静华在这里举行了婚礼，现在
这里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其实，有一条路的路名也曾经
和德安桥有关，这条路就是德安街，
现在这条路的名称叫和平路。”陈伟
堂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老德
安门外这条街四易其名：从德安街
到常化路到清凉路再到和平中路。

每一个街名都留下了城市变迁
发展的历史痕迹。德安街，以德安
桥为名，德高则安；常化路，从常州
城里直达当时的郊外，郊外有国有
化工企业常州化工厂；清凉路，则以
路边的清凉寺和清凉新村有关；和
平中路，反映了常州城发展速度和
规模，彰显出常州人民向往美好生
活的追求。

德安桥，一枚特殊的文化符号

它连接着常州的过往、现在和将来

在常州运河上有很多
桥，诸桥中，德安桥是最有
名的桥之一。曾经，它似
一条卧龙横亘在大运河
上，看护着常州的南大门，
阅尽历史变迁。后来，随
着城市发展，德安桥历经
多次变化。在不少常州人
心中，德安桥已成为一枚
特殊文化符号，连接着常
州的过往、现在和未来。

“在常州运河上，德安
桥是最著名的几座桥之
一。”常州著名文史专家陈
伟堂曾专门探访常州运河
上的桥梁，他说，在老一辈
常州人心中，德安桥的地
位非常高。“因为它背后的
故事太多了，历史文化太
丰富了。”

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
老德安医院门口的德安
桥，其实，德安桥的历史由
来已久。

据资料记载，德安桥
的得名来源于1100年前的
德安门，历史上明清时期的
德安桥都曾重建。德安桥
高耸险峻，是一座雄伟的单
孔石拱桥，但到了现代却给
行人带来了不便。

1934年春，在老德安
桥的西侧又建起了一座钢
筋混凝土连续桥梁，这就
是同济桥。陈伟堂介绍
说，同济桥的建造还和实
业家刘国钧有关。上世纪
三十年代，刘国钧的纺织
事业发展迅速，正欲扩大
生产规模的大成一厂却陷
入无地可扩的困境。

当时德安桥西的运河
边却有一块埋有清凉寺

历代僧人的坟地可以利
用，于是刘国钧就与清凉
寺住持静波商量可否平
坟。静波是一位高僧大
德，他看到德安桥太高
峻，城里坐轿到清凉寺烧
香的官宦和太太小姐们
非常不便，为了方便城里
人到庙里烧香同时为了
便于农民上城，静波希望
刘国钧捐款造一座桥，以
此作为交换条件同意平
坟扩建厂房。

最终刘国钧同意了，
他 与 静 波 共 同 募 集 了
10000多银元，建起了一
座与德安桥平行的平桥。
桥的得名有大成厂和清凉
寺同舟共济之意，也有新
建桥与德安桥同舟共济之
意，故名同济桥。

1972年，因大运河拓
宽，老德安桥被拆除，同济
桥也因桥面狭窄而决定改
建，利用原桥加宽7米，桥
名仍以德安桥命名；1993
年改建，次年建成一座立
交桥，但桥名又改为同济
桥。进入新千年后，在老
德安医院门口，造了一座
新桥，被冠以“德安桥”名，
终使老桥名不失传。

历史上，德安桥之所以
有名，还有一个原因，旧时
这里的对山歌活动特别火。

陈伟堂介绍，德安桥
每年农历六月十九的对山
歌活动，曾是常州文化的
传承。德安桥上对山歌具
有千年历史，它源于农历
六月十九的观音成道日，
渐渐演变为常州民俗活动
的节日。

常州已故文史专家戴
伯元对山歌做过记载。前
几年，陈伟堂曾根据这些
记载，对山歌进行过整理。

根据记载，在农历六
月十九日当天，大运河里
官船、渔船、香船、灯船首
尾相接，绵延数里，德安桥
上和运河两岸观者如潮。

德安桥上的对山歌类
似广西的刘三姐对山歌，
参赛双方以桥南桥北分成
方队，他们各自指派能歌
善唱、机智活泼的代表在
德安桥石栏上相向而坐，
以斗智对歌为乐。

山歌唱词有的为世代
口口相传、代代沿袭，有的
则是即兴编造，类似今天
的脑筋急转弯。山歌内容
涉及历史典故、生活、农
事、劳动知识等，有秧歌、

田歌、渔歌、情歌，有谚语、
谜语或名诗，也有借人、借
物、借景当场发挥的，还有
揭露时弊讽刺官僚的；形
式上有男女对唱、两男或
两女对唱等。参赛的歌手
大多是农民，以丫杈浦（原
浦前镇）的农民和木匠街
的木匠最为积极。

陈伟堂还整理过德安
桥对山歌的过程。对山歌
开始时歌手先相互礼让，
渐渐你夸海口，我出难题，
随机应变，循环往复，继而
向对手发难盘唱。双方你
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肯
服输，以盘倒对方为荣，对
歌获胜者，人们将其高高
抬起，旋转数周，口中连呼

“赢啦！赢啦！”已到红日
西沉，渔舟唱晚，双方仍不
罢休，直到午夜，双方相约
明年六月十九续对山歌。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来
到，伴随着新型文化娱乐
的兴起，农耕社会的山歌
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环
境。德安桥上对山歌这一
常州民俗活动于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逐渐消退。特别
是随着当年参与对山歌老
人的纷纷谢世，德安桥上
对山歌也就彻底绝迹了。

双桥卧波，德安桥、同济桥“肩
并肩”横跨大运河

老德安桥

德安桥上对山歌曾是常州一景 人杰地灵，一批名
人从这里走出

站在现在的德安桥上，眺望不远处的同济桥

现在的德安桥和同济桥之间打造的生态步道，环境优美。 现在的同济桥。原来，老的德安桥也在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