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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西路 137号曾是
原南京自行车总厂。不过，

南京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
地并不是这里。1970年10

月，秦淮区政府在西止马营
48号南京轻工机械修配厂
组建了自行车厂筹备处，叫
“自行车会战办公室”。当
时 100多名工人是来自各

行各业的机修工人，和自行
车修理摊摊主。

1973年 6月，南京自
行车厂正式成立。“最早生
产的 73型二八轻便车，主
要学的是上海凤凰牌，后
来又生产了载重型车。只

有一些简单的模具、冲压
机器，焊接、油漆、包装都

是靠手工……” 工人杨师
傅回忆说。

生产出的第一批大桥
自行车，由 50多位工友一
路骑到南京市政府报喜，
老工人回忆，那股骄傲和
自豪的劲头，至今令人无

法忘怀。
“大桥”这个响当当的

名字一炮打响，面市以后供
不应求。“普通市民最喜欢
大桥牌，不过也很难买到，
要凭票。”市民李国华说，
他托了三层关系，才拿到一

张购车票。大桥车的紧俏让自
行车厂的工人们相当 “有面

子”，年轻小伙子是姑娘们找
对象的首选。

1988年全厂的整车年产
量达到了35万辆，这也是南京
自行车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大桥大桥，一路直

摇。”老南京人对他们曾经

很爱护的大桥自行车，评价
却不怎么高。质量的不可靠
以及体制等问题，导致产品
在开放的市场上缺乏竞争
力。1993年该厂全面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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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9月 17日，在

南京，一个可爱逗人的男孩
呱呱落地。

这一天，太不平常了！
这一天，南京长江大桥试通
车，全南京的市民都沸腾
了，他们纷纷涌向新建成的
大桥，看了又看，舍不得走。

年轻的妈妈躺在床上无法
出门，她听着广播中激昂的

播报，细细体会着这双重的
惊喜。

孩子的父亲正在考虑
着儿子的名字。其实，很多
备用的名字早已在这对夫
妇心里筛选了几十遍几百
遍，但就在孩子出生的这

天，听着广播中传来的激昂
的音乐声，父亲突然改变了
主意。“大桥”两个字在脑
海中跳了出来。

这个名字直接明了，不
仅朗朗上口，更具有极大的
纪念意义。当父亲将这个想

法说出来后，母亲一口赞
同。他们都希望，儿子能跟

长江大桥一样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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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大桥！”随着年

龄的增长，张大桥渐渐明白
了自己名字的含义。“开始
没觉得什么，就觉得好记，
简单！”张大桥说，这个名
字喊起来顺嘴，他从小就很
喜欢。等到长大成人，走上
了工作岗位，同事和领导有

事没事都爱“大桥、大桥”
地喊他，他也清脆响亮地答
应着。“这个名字无形之中
拉近了距离”。如今，他已
经坐上了公司高层领导的
位置，同事还是喊他 “大
桥”，他还是那样答应着，

“唉！”“有‘大桥’沟通，
我们没有疏远。”
“从小到大再到中年，

都是‘大桥’，一点都没有老
的感觉！”张大桥说，不仅如
此，他还渐渐发现，这个名字

有太多的好处。首先，他爸爸
是苏北人，妈妈是苏南人，之
间隔着一条长江，但两人却
在南京结婚生子，岂不是大
桥联通了两人的姻缘？其次，
当他和太太谈恋爱时，因为
两人都不认识，原本没有意

向的太太就是因为对名字感

到好奇，才答应见一面。就是这
一面，让他们成就了一段美好

的姻缘；再次，张大桥是一家医
药企业的高管，分管市场工作
的他，简直就是患者和医院之
间的一座桥梁。此外，他经常出
差谈生意，根本不用介绍，大家
很容易就能想到他的年龄，他
的南京人的身份，“简直是一

张无形的名片，生意也好做了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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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种特有的大

桥情结，所以，2001年，当儿
子出生时，张大桥毫不犹豫地
给儿子起了个名字：二桥。因
为，2001年3月份，南京长江
二桥正式通车，张大桥希望以
此作为纪念。但后来，因为考
虑到作为正式名字使用不太

顺嘴，就把这个“二桥”当成
了小名。
“在家里，儿子直呼我为

‘大桥’，我也直接喊他‘二
桥’！”张大桥说，像父母对他
的期望一样，他也希望儿子能
够健健康康，结结实实，成为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同时，张
大桥也希望儿子能成为一座
“桥梁”，无论多大的困难摆
在面前，都能像桥梁一样“飞
架南北”，顺利地化解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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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亚西文现代英语南京
琅文培训学校是南京首家高

端英语培训机构，2002年率
先进入南京，开创了高端英语
学习的新模式；2004年，环亚
西文现代英语更是率先研制
企业培训课程，成为多家世界
500强企业的指定英语培训
机构；2006年，环亚西文外教

队伍壮大到40余人，团训企
业达 40多家，南京学员超
5000人。目前根据企业的需
求不同，环亚西文课程主要分

为以下三种课程：环亚西文标
准课程、企业定制课程、企业

VIP课程。
环亚西文现代英语标准

课程是指在南京琅文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所属的南京琅文
学校注册学习，采用环亚西文
特有的 "三维学习法 "进行
相应级别的课程学习。

企业定制课程是指针对
不同企业独特的培训需求，我
们的企业培训顾问提出相对
应的培训方案（课程设计），

为企业提供上门培训或企业
可以到环亚西文教学点进行

内训。
企业 VIP课程是指面向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英语培
训需求，企业培训顾问制定出
个性化的一对一课程设计，为
企业的高管提供量身定做的
培训服务。

详情咨询：84721008
地址：新街口中山东路国贸中
心 18楼 （大众书局楼上、地
铁8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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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参观者中，个子
超过一米九零的梅丹理显得

鹤立鸡群。这位来自美国西雅
图的诗人、汉学家对南京长江
大桥并不陌生。他说这个展览
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上个世
纪60年代，他的哥哥是派驻
尼泊尔的和平队队员，可以接
触到中国的英文画报。他哥哥

把画报寄回美国，他在画报上
认识了长江大桥。谈到对美展
的看法，他说类似的展览美国
也有，但是相比之下，他感觉
中国的艺术家要严肃得多，
“他们追求的不是纯粹的视
觉游戏，我在他们创造的形象

背后能看到他们的思想烙
印。”梅丹理表示，南京长江
大桥让他想到了纽约的布鲁

克林大桥。对曾经聚集在布鲁
克林的美国艺术家来说，这座

桥有着特殊的意味，它代表着
一种情调，一种生活方式，一
种隐隐约约的怀旧感，惠特
曼、克兰、金斯博格等著名诗
人都曾经写过这座桥。但是这
座桥，与南京长江大桥不可同
日而语，梅丹理认为，南京长

江大桥代表了一个时代。
好的艺术作品不需要艺术

家多作解释，它自然会开口说
话。但不是所有人都能 “听
见”，或者说能“听懂”的。艺
事后素现代美术馆馆长海波表
示，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之

交出生的一代人，以及他们的
父母一辈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没
有问题，因为长江大桥就是他
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了解它，
就像他们了解自己一样没有问
题。年龄小一点的，比如说80
后出生的一代，理论上说会有

障碍，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某
些东西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
的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如果他
对当代艺术有兴趣的话，他自
己会去主动了解。海波表示，现
在了解当代艺术的途径很多，
书、杂志、网络，只要有兴趣，了

解当代艺术不是难事。参观者
中也有家长带着孩子来的，他
们指着作品告诉对绘画有兴趣
的孩子，绘画远不是画得像那
么简单。海波说，这对当代艺术
是个很好的启蒙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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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办美展，主题选择
长江大桥绝对是个好点子，因

为长江大桥对于中国人，特别
是生活在它身边的南京人来
说，有着太丰富的意义。它是
一座伟大的桥，同时也是一代
中国人的精神寄托。此次美展
的策展人、著名诗人朱朱表
示，南京长江大桥从它诞生的

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地成为
了中国人一个非常特殊的集
体记忆。它是一个内涵极其丰
富的符号。它是一个政治符
号，它建成于一个特殊的年
代，就必然带上了那个时代的

烙印；它是一个工业符号，它是当
时中国建桥乃至世界建桥史上一

个奇迹；它同时又是一个精神符
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
它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更重
要的是它正在成为历史，但它同
时又是现实的一部分。这座建成
于39年前的庞然大物，是上世
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出生的

一代人心中的一个梦。“在南京，
乃至在中国，南京长江大桥的影
响都是不可替代的。”朱朱表示，
面对这座特殊的桥，与之年龄相
当、与之共同成长的艺术家们，
有责任表达他们的情感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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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的某一天，在江苏
省国画院所属的五七干校，钱

松�、魏紫熙、尚君砺、徐�等
知名画家正在为一幅画忙碌
着。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场景，
因为五七干校不是画画的地
方，画家们在那里主要任务是
参加生产劳动，接受思想改
造，但是那一天，或者说那几

天，画家们却拿起了画笔。
“桥身由我执笔，房屋水纹和
后景是钱老执笔，舟船和其他
细部是尚君砺起稿，钱、尚、徐
落墨。当时合作十分融洽，至
今仍念念不忘。” 二十多年
后，魏紫熙在这幅集体创作的

画上补写了这样一段话。
集体创作是那个特殊年

代一种很平常的创作方式，可
是在五七干校，就显得有点不
平常，事实也是如此，原来他
们是奉命行事，完成这幅画是
一件政治任务。虽然是政治任

务，但是从魏紫熙的题记里，

我们看不出丝毫的强迫意味，
反而可以读出某种程度的满

足和惬意。这幅画的名字是
《南京长江大桥》。以南京长

江大桥为主题作画，在当时可
是一种时尚。1968年 12月，
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一件
了不起的成就，其意义和两弹
试爆、东方红卫星回收成功不
相上下，都是大长中国人志气

的惊人之举。所以，把大桥
“搬”进画里就差不多成了每
一个画家的心愿，对于以反映
时代、讴歌时代为己任的新中
国画家们来说，这是很自然也
是很光荣的事情。不是每一个
画家都能得尝所愿，光是交通

的原因，就足以使很多人望而
却步。而南京的画家要幸运得
多，他们是近水楼台。刘海粟、
冯建亲、苏天赐、朱士杰等著
名画家都曾涉足这一题材。

还是1972年，还是在中
国，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有的刚

刚出生，有的在幼儿园玩耍，再
大一点的则是刚刚进了小学校

门，他们互不相识，相安无事。但
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 35年后
的某一天，因为某种机缘聚集在
一起。2007年5月26日，来自
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已经长
大成人的12位艺术家，带着他
们的作品在南京会合，举办一个

以“长江大桥”为主题的当代艺
术展。和钱松�、魏紫熙们一样，
他们的表现对象也是南京长江
大桥，但除此之外，他们的作品
毫无共同之处。前辈画家的作品
写实、明朗，其对大桥以及大桥
背后的建设者的赞叹、讴歌一望

而知。而由青年诗人朱朱策划的
这次展览要复杂得多，首先是表
现形式丰富，有绘画、摄影、装
置、Video等多种艺术形式；再
者，艺术家们所表达的观念和前
辈已经南辕北辙。刘大鸿巧妙地
将大桥描绘成一杆步枪的形

状，在准确地把握住了大桥所
象征的英雄主义特质的同时，
也对这种特质进行了解构与剖
析；陈辉的油画《旅游团》，以
三个现身于桥头堡的旅游团成
员———正在拍摄的游客、挥舞
旗帜的导游和向身后招手的游

客，与庄严的群雕相对应，在这
种“偷换”之中，我们彻底地感
受到，大桥已然成为一处旅游
地，一座商业化的游乐场；孙建
春、胡正东则利用了最新的软
件技术，将大桥置于超清晰的
放大镜下，使我们发现大桥周

身都写满了历史与现实的细
节，历史与现实在一个画面的
共存，使我们在一瞬间感受到
了大桥的前生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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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

为了表示庆祝，需要生产一种
香烟，我们烟厂也希望借大桥
的名气，于是申请注册了‘长
江大桥’牌，很快就得到批复

并投入生产！”葛金宝老人今
年82岁，“长江大桥”准备投
产时，他是南京卷烟厂的生产
科长。
“投产的时候，整个厂里

都轰轰烈烈的，领导、其他车
间的工人，只要有空，都要过

来看一看。这可是厂里生产的
第一个甲级烟！”葛老说，当
时，南京、徐州、淮阴等江苏的
三家烟厂全部都没有“资格”
生产甲级烟。“长江大桥”属

于“甲2”级烟。
“听说要生产 ‘长江大

桥’烟，工人们一大早就到厂
里把机器擦得锃亮锃亮的！全
厂人都跑去看！”南京卷烟厂
统计师王文琳 1979年进厂，
因为母亲在厂里工作，她从小
就爱到厂里玩，对于当时热火
朝天的情景记忆犹新。

“从 120斤烟叶里面，把
最好的烟叶挑出来，做长江大
桥香烟。大概只能挑出来
20%左右。”葛老说，从选烟
叶、去烟叶的梗，都是工人们
手工一片一片选出来的，香料
也是用手工喷雾，一边喷、一

边翻烟叶，然后才到卷烟、包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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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发烟票，要按户

口簿领取。”葛老说，当时，由
于生产量较少，南京户口的居
民每户每年只有两包“大桥”
烟的烟票，连烟厂的工人也要
凭票才能购买。从1969年开
始生产，到1970年，“长江大
桥”牌全年只生产了13.4大

箱，每箱为 500条，红、绿两
种不同的包装。整个1970年
代，生产量都很少，也一直都
是定量供应。
“刚开始，‘长江大桥’

香烟的价格是 4毛 6、南京牌
是 3毛 1、雪峰则是 3毛 3。

普通老百姓根本抽不起 ‘长
江大桥’，当时普 3毛 5可以
买到一斤肉！”葛老说。

因为市场上买不到，不少
人找葛老“开后门”。不过，他
也没办法，“太紧张。”

1974年，南京卷烟厂试

产“长江大桥”滤嘴香烟，是
国内最早生产的滤嘴香烟之
一，让不少南京人再次尝了
鲜。后来还生产过50支的听
装“长江大桥”香烟，生产量
更小。“那时候，抽大桥烟已
经是很有身份的了，如果有听

装的，更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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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卷烟厂的展览室

内，记者找到了几种不同包装
的“长江大桥”牌香烟的烟
标，一开始生产的是红绿两种
包装的竖包烟，后来，还有横
包装的、金色包装的和听装
的，南京卷烟厂生产管理处副
处长孙存山说，这些还不全。

1985年，厂里引进了进

口设备，包装效率高了很多，采
用横条包装，年产量一下子增

长到了1068大箱。到了1989
达到了生产的顶峰，年产
33181.6箱软条和 893.4箱硬
条包装的“长江大桥”牌香烟。

在随后的几年里，因为历
史的原因，南京卷烟厂的生产
陷入低潮，“长江大桥”牌香烟

的生产也大幅度萎缩，直至一
度不再生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长

江大桥’ 牌已是小规模生产
了，并且在江阴‘包销’，给人
们的印象，所指的就是江阴长
江大桥了。”孙存山说。

在南京卷烟厂的统计报表
上，“长江大桥”牌香烟的数据
到2003年4月份结束。“因为
烟草总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烟草牌号的整合，南京卷烟厂
最终放弃了这一牌号，‘长江
大桥’ 香烟退出了历史的舞

台。”孙存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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