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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石桥就在宁波城区，不过很不好找，在横
石桥市场附近。桥横卧于鄞州区东湖花园1期
北侧的中塘河上，始建于南宋宝庆年间，距今已
有近800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长期失修，
横石桥体看上去很有沧桑感，甚至破损不堪，一
头被青砖墙挡住，令人扼腕。

横石桥由两段不同材质的桥体构成。一截
桥体，桥栏是水泥质地，中间横书“横石桥”，两
侧分别直书“公元一九六六年七月”和“鄞县邱
隘区水利委员会建”；另一截桥体，则仅存一块
石质桥栏，质地为梅园石，中间亦横书“横石
桥”，两侧分别直书“中华民国十三年”和“里人
重修”。

整座桥，除了部分是水泥建筑，大部分桥体

皆为厚重长石。桥下石墩厚实紧密、纹丝无隙，
质朴大气。1924年6月，乡贤出资，桥得以重新
修缮，并请来书法家张琴题额。

张琴可不是一般人物，他字峄桐，晚号留
叟，又名卿岳先生，1875年出生于鄞县古林张
家，卒于1939年。张琴的隶书师法史晨碑、曹全
碑及石鼓文，又独创由篆入隶的笔法。近代书
法家吴昌硕、康有为曾对他推崇备至，现代书法
大师沙孟海，还是他的入室弟子。

400多年前，横石桥还发生过一段抗击倭寇
的故事。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有倭寇近
百人，从奉化裘村登陆，经金峨窜入横石桥附
近，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驻鄞州百户
叶绅，闻讯后立即率兵前去狙击。血战至附近

七里垫桥，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或许有人会
问，明朝时百户为世袭军职，统兵120人，官兵人
数明显比倭寇多，为什么不堪一击？事实上，宁
波沿海地形多为湖泊沼泽，明军的火炮和骑兵
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抗倭战争主要还是靠传统
步兵肉搏。而倭寇步战凶狠残暴，东洋刀无比
锋利，以普通明军步兵确实无法抗敌。为纪念
叶绅的抗倭功绩，当地民众在七里垫桥西侧府
主庙内，建了叶绅神像进行祭拜。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人称“文章太守”的明
代诗人——张琦，写了这样一首诗：地觉秋来
瘦，舟宜雨外晴。野桥将浦树，扶得夕阳横。这
首诗的名字，就叫《横石桥》，描绘的是桥和周围
的景致。 记者 周晖/文 张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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