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西抗战中的怒江三桥

耿 德 铭

日本帝 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
,

即向东南亚各国入侵
,

� �  !

年 ∀ 月 !一 �# 日由缅甸进占我云南怒江 以西 ∃ 万余平方公里领

土
,

并试图越过怒江东进
,

威胁保山
、

昆明
,

后被我军堵 击退 回西

岸
。

怒江位于横断山脉世界第二大峡谷谷底
,

水势湍急
, “

看见一条

线
,

望地一道沟
,

山有欲飞峰
,

水无不怒石
,

岩羊无路走
,

猴娜也发

愁
” 。

我国军队凭借这一天险堵截 日军
。

敌我双方在长达 !∀ # 公里

的江段两岸对峙了两年时间
,

直至我大军反攻
,

歼灭 日寇
,

收复国

土
。

怒江上
,

有三座历史悠久的桥梁
%

惠通桥
、

惠人桥
、

双虹桥
,

敌我

双方曾反复争夺
。

这三座桥经历 了攻桥守桥保桥毁桥修桥等战火

洗礼
。

现今遗存着珍贵的桥梁
,

遗址
,

有的经过修葺
。

惠人桥遗址

被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另两桥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

三桥所在地都是古代南方丝路西越怒江的交通孔道
,

建桥之

前是舟筏相济的古渡 口
。

惠通桥附近是
“

腊猛渡
” ,

经龙陵
、

芒市可

通向东南亚
。

惠人桥一带是
“

老渡 口
” ,

渡江后在塘子寨分贫 口 一路

南经龙陵通 向东南亚
,

一路西经腾冲
、

缅北通 向南亚
,

塘子寨 至今

尚立有清道光二年永 昌府正堂释站告示牌
。

双虹桥近旁名
“

潞江

渡
” ,

渡江西霸占高黎贡山经腾冲
、

缅北通 向南亚乃至西亚
。

在三桥

拆毁
、

敌我隔江对峙期间
,

这些渡 口发生过许多激烈的军事攻守活

动
,

至今遗有船筏摆渡起靠岸的场地遗迹
。

!  ∃



惠通桥是滇缅印交通主动脉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南线的咽喉

和锁钥
,

其东是施甸县等子铺山
,

其西是龙陵县腊猛松 山
,

两 山耸

入云天
,

形如斧劈刀削
。

清道光年间
,

由于过往行人 日趋众多而江

面水急浪大难以增渡
,

潞江土司线如伦倡筹建桥
,

历经周折直至光

绪初年始戍可通入畜的铁链桥
。

民国十七 &� � !∋ (年龙陵县长杨醒

苍以
“

中式之不能持久
,

必仿西式乃能收一劳永逸之效
”

介议改建
,

但经营两载未果
。

� � ∃ �一 � � ∃ !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并进攻

上海后
,

被称赞为
“

国家义士
,

民族孝子
”

的爱国侨领
、

缅甸华侨公

会会长梁金山 &保山蒲缥人 (先捐资 ) 千银元慰劳奋起抗战的十九

路军将士
,

继而捐资 ∗ 万元重建惠通桥 �
,

聘请印度工程师赖月

笙来主其事
,

招募印缅技工
,

组织人力马帮将大量沉重的铁索钢材

自国外运抵怒江边
,

至 � !∀ 年 � 月 �# 日竣工
,

开创了云南修建柔

性钢索吊桥的最早篇章
。

滇西抗战期间
,

梁又带头捐献飞机 � 架
、

汽车百辆
。

� !∃ 年
“

七七事变
”

后
,

日寇为阻止外国援助抗战物资

进入中国
,

封锁了我沿海通道
。

国民党政府征调滇西各族民工大规

模赶修滇缅公路西段 %下关至碗叮
,

总工程处设在保山 & ,

派出交通

部工程师徐以仿设计改建惠通桥
, � ! 年 ∋ 月通行 �( 吨重车

。

军

切断滇越铁路后
,

滇缅公路成 为我国抗战 中的生命线
。

截止到

� #∋年 ∀ 月
,

经此运入军事物资 #∀ 万吨
,

并运出大量 出口 商品
。

日军大本营为窒息中国抗战组成了
“

滇缅 路封锁委 员会
” , �  # (

年
、 � # � 年 ∋) 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惠通桥 ∗

,

多次断桥链
,

毁桥

面
,

或使桥墩龟裂
。

护桥工人和技术人员不顾生命危险奋勇抢修
。

如 � #( 年 �( 月 ∋+ 日 !) 架敌机轰炸
,

工人们以牺牲 ∋+ 人的代价

使桥梁在第二天早晨又通了车
。 � # ∋年 ∀ 月初惠通车挤满首尾相

接的汽车和难民人流
。 ∀ 日上午发现伪装的日军战车队已逼近桥

� 见同 日刊出于 民国二十四% � !∀& 年 ∀ 月 �∋ 日缅甸《新仰光报》和《党民 日报》的《梁
金 山鸣谢启事 》

,

内载梁捐 , 万元
,

云南省政府
、

龙陵县宫绅及英人伍布朗
、

澳人浑

云
、

印度 人哥拔
、

缅人伍伦等共助 ∃ 万余元
−

∗ 见谢本书等著
.
《云南近代史 》

,

云南人 民出版社 �  ! 年  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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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

中国远征军中将工兵总指挥观崇六奉令炸桥
,

在震天动地的巨

响中桥纪链断
。

据美国空军侦察报告
,

可能在 �# 天左右到达昆明

的入寇 日军
,

由此被堵截于江西直至溃灭 �
。

惠人桥在高黎贡山西麓保山市莫卡村东南
,

怒江东风桥上游

∋ 公里处
。

据桥梁碑刻和《永昌府志》记载
,

该桥始健于清道光庚寅

% �+! (& 年
,

历时九年竣工
,

永昌知府周澎倡建
。

由于江面甚宽
,

建桥

时利用江中礁石筑成三墩二孔
,

中墩
“

就江心大石复以巨石 垒之
,

周围广 #( 余丈
,

围心墙
/
两岸以铁索母于 中

,

墩高 ∀∋ 丈
,

悬 空飞

渡 /
南北两岸各建以亭

/
中铺以木板

,

左右翼以栏干
” ,

气势磅礴
/
建

桥后
“

成永晶大道
” 。

在 日军侵占龙陵时
,

原驻腾冲的腾龙边区监督

龙绳武 %龙云的儿子 &逃往昆明时为防 日军追赶而将惠人桥拆除
。

双虹桥横跨于高黎贡山西麓保山市烫 习村东南江面上
,

是跨

越通 向缅北
、

印度的保山
、

腾冲官道上最早建造怒江的铁索桥
,

清

乾 隆五十 四 % �∃  ∀& 年永 昌 知府陈孝升介捐筹建
,

感丰年毁 于兵

癸
,

民国初年重建
。

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之际
,

腾冲和顺乡华侨捐

资 在双 虹桥东北角大路边竖立 了
“

七七抗 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 。

� # ∋年 日军侵占我江西领土时
,

我方未截断桥链仅折除桥板后在

东岸设置工事加以火力封锁
。

三桥炸
、

拆阻断之后
,

盘踞江西的 日寇迭次利用各渡 口进犯
,

均被我军击退
。

在炸毁惠通桥当天
,

日军 ∀(( 人从桥上游不远处乘

橡皮船渡江占领了我孩婆山高地
,

我军一个营与敌激战至天黑
,

毙

敌数十
。

次日日军又几次强渡
,

被我远征军三十六师先行部队火力

封锁未能得逞
。

第三天新赶到的远征军两个团投入战斗
,

第十一集

团军总司令宋希镰也赶来督战
/
第四天上午三十六师英勇冲杀

,

与

敌展开 白刃战
,

最后 日寇除有数十名泅回西岸外
,

悉数就歼
。

在双

虹桥附近
, � # !年 ∋ 月 日寇一边施放烟幕弹

,

一边用飞机大炮掩

护
,

施行多次强渡
,

我军沉着应战
,

将渡犯之敌全部歼灭于水际
。

� 段锡
.
《马祟六炸桥阻敌寇 》

,

载 �  ! 年 ) 月 ∋� 日《云南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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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年 ∀ 月 ∗ 日我 �) 万远征军渡江反攻
,

左翼第十一集团

军以惠通桥
、

打黑渡为主渡 口
,

右翼第二十集团军以惠人桥
、

双虹

桥为主渡 口
。

各桥路抢修队随军疾进冒险施工
,

∃ 万多民工和 ∋ 千

多马匹由便道尾随向各桥渡运送粮袜及其它军需品
。

双虹桥和惠

人桥留存着原设铁索
,

我反攻时将呆桥器材先行运抵桥头
,

水面做

好橡皮舟渡准备
。

�# 日夜间
,

两桥工兵按严禁发光的命令一齐动

手
,

高速传板铺板固板
,

三小时铺展完毕
。

我大军在桥上
、

水上兼程

并进
,

飞速疾驶
。

惠通桥虽跨度较短且提前备齐了 �  # # 多块仿板
、

∃ 万斤石灰和大量铁钉
、

瓦
、

石
,

但囿链断和松山腰两 门敌炮随时

瞄准
,

架桥倍加困难
。

我工兵营和 ∀ ## 名地方工匠在大军舟渡开始

后勇敢沉着快速施工
,

至 ) 月 � ∋ 日架成人行轻便吊桥
,

使第八军

将士得以冲过 吊桥接替第七十一军主攻松山
。

∋ 月 � 日惠通桥修

复工程开始
,

至 �∋ 日耗资法 币 ∃ 千万元竣工通车
,

滇缅战场上我

国后方运输线赖此得以畅行
。

�

现今三桥遗址或尚在使用的建筑物
,

均属我国古代江河最大

的铁索桥建筑遗存
,

仍显现着壮伟风采
。

六七十年代
,

惠通桥荷 载

能力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运输要求
,

� ∃ # 年 ) 月在其下游 #( 。米

处新建成了主孔净跨 ��) 米的钢筋混凝土箱形截面拱桥—
红旗

桥
。

惠通桥从此退役
。

桥面业已拆除
,

今保存着两端用钢筋水泥倚

悬崖筑就的桥墩
,

墩高 !( 余米
。

通过举架嵌入两岸石壁之中的两

条 巨大的钢缆
,

悬吊着并排横扣的 ∃ 根大桥底链
, ∃ 链间共宽 ∀

−

)

米
,

桥身总长 �∋( 余米
,

横梁为 !(# 又 �∋∃ 0 #∀∃ 1 2 的工字钢
,

仍显

现出一派既
“

壮丽宏都
”

又
“

灵固巧便
”

的态势
。

惠人桥则 因 � ∀∋年

修筑保腾公路时新建了东风桥而被完全废弃
,

桥面
、

桥链逐渐毁断

失散
,

但完整地保留着桥梁主体结构中的三个桥墩
,

还有关楼亭台

以及东岸原山神高 内所立二块《修桥碑记》各一截
。

东岸崖壁上保

留着完整的楷书
“

惠人桥
”

三个大字
,

每字幅面 �米见方
。

双虹桥现

� 参见侯松亭《围攻腾冲的惨烈战斗3&% 载《湖南文史资料 》� + ∀ 年 ! 期 &等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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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保存全部主体建筑
,

人畜通行
。

该桥 以江心岩 石小岛为天然桥

墩
,

分东西两段架设为双孔桥
,

缩短了桥链跨度
,

增大了载荷量
,

并

在其遥望如双虹凌 空而得名
,

其东段 由 �∀ 根铁链组成
,

底链 �∃

根
,

扶手链 ! 根
,

桥面宽 ∃
+

� 米
,

净跨 ), 米
−
西段由 �! 根铁链组

成
,

底链 �# 根
,

扶手链 ! 根
,

桥面宽 !
+

∋ 米
,

净跨度 ∃∋ 米
−
钱桥总

长 � )!
+

∀ 米
,

高出水面 � 米
。

现桥两端东关楼已毁
,

西关楼尚存
,

为穿斗式木结构飞檐建筑
。

汹涌奔腾的怒江几千年来被视为行人畏途
,

清代相继建成 以

上三桥后天堑变通途
,

行径三桥的商旅游客
、

命官使臣
、

军伍马帮

往来穿梭
,

大大促进 了边疆与内地
、

我国与缅印各国的经济文化交

流
,

因此在云南乃至全国交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

但三桥最辉煌的

历史不在于抗 日战争时代发挥了重大作用
,

它们的通达打破了 日

本对我国的封锁
,

保证了大量援华物资得以输入
,

支持 了全 国抗

战
。

后三桥阻断
,

停止了长趋直入的 日军继续东进
,

保住了保山
、

大

理和昆明
,

并为后来 的反攻赢得了时间
。

三桥的修复
,

使我反攻大

军
、

粮袜
、

瑙重得以源源不断输送前方
,

保证了滇西抗战的全面胜

利
。

如今
,

这三座三桥 已成为遗址
。

它们印记着 日寇侵略留下的创

伤和我军 民反攻血汁的桥梁遗址
,

使四时不断的游览凭吊者
,

无不

涌起对抗敌卫 国历史的追思和对先烈的深沉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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