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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时分，朝霞卸下红妆，一曲萨克斯从桥上
飘来，几个孩子兵分三路上下追逐，大运河畔听风
吟，人们到这里来看风景、运动健身、赏人间烟火，
这条优美的“曲线”渐成副中心的水岸会客厅，每
日迎来送往、络绎不绝。再次登上自己设计的千
荷泻露桥，王国彬一阵感慨：“它越来越像我当初设
计的样子了。”

桥，在中国文化的长廊中，极富魅力。当森林里
的一棵大树倒在小溪之上，一座桥梁便产生了。纵
观古今，既有古代神话中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也
有横跨于生死之界的“奈何桥”；既有出自大国工匠
之手的“赵州桥”，也有在桥址江中先遍抛石块，其上
养殖牡蛎胶固而成筏形基础的“洛阳桥”……桥梁体
现了城市的独特气质，默默见证着中国悠久的文化
历史与古代的中华智慧。

在多河富水的副中心，有大大小小 200多座桥，
仅横跨大运河的桥就达 18座，桥梁体现着人类生产
力进步的同时，又成为河流之上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迄今为止，千荷泻露桥是我最得意的、最引以
为豪的作品。”王国彬说。2012年，作为北京工业大
学教授的王国彬，与北京市易禾永颐环境艺术设计
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组成联
合体参与国际竞标，同时参加竞标的还有另外7家由
国际与国内著名设计公司组成的联合体。8家公司
各显神通，力求设计出能够代表通州特色地域文化
的中国式现代化桥梁。

“桥梁的设计不能纸上谈兵，不能仅从技术出发，
更不能单独设计，还应该考虑它与历史（时间）以及城
市环境（空间）的整体关系，我决定去现场寻找灵感。”
漫步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雨后的荷叶上，一
颗颗露珠正接二连三往水面流淌，王国彬被这番荷叶
田田、露珠倾泻的意象所吸引，一丝灵感映入脑海，这
个意境能不能用桥来表现呢？

于是，一个曲线的荷叶边缘正在流淌露珠的意
象被王国彬敏锐地提取出来，辅以参数化设计与 3D
打印技术，一座有中国意境、体现城市规划精神，并能
传承千年大运河文化特征的现代化桥梁由此而生。
桥身两侧用优美的曲线营造出层层“荷叶”，自然地划
分出高低起伏的三层景观平台，将步道、自行车道与
桥身融为一体。层层荷叶边缘的跌水景观，缓缓流淌
在露珠般的桥墩之上，从而呈现出一番“千荷泻露”的
唯美景象。

此桥的设计同时也凝聚了艺术大师在历史文化
方面的深刻思考。“在古代的通州，运河北端最高建
筑就是燃灯塔了，‘古塔凌云’是通州八景之一，古塔
何时能凌驾于云之上，那一定是远观。”思考到这里
的王国彬思路更加清晰，燃灯塔下一座白色的桥跃
然纸上。桥梁波浪的造型既像荷叶，又好似翻涌的
云朵，远远眺望，古塔与桥联手重现了“古塔凌云”的
今时盛景。

更有意味的是，大桥不只连接两岸，还暗含了大
运河文化中的南北融汇。在南方，船是常见的水上
交通工具，因此桥拱很高；而北方主要通行骡马大
车，因此桥面平坦。这些南北桥梁特色也都在千荷
泻露桥上有所表达。在王国彬看来，城市生活的不

同节奏在这座桥上都是可以被满足的。“你可以走在
最下层，如同行走一座拱桥，以脚步体验传统到彼岸
的情景；二层波峰平缓则适合观景，最上层十分平
坦，留给赶路的人。”行至桥上，从南到北，从古至今，
是传统到现代的变化。

在一座城里，公共环境中最美的风景无疑在桥
上，不但可观波光掩映，而且目可及远。于是，“车走
人留的友好性”成为王国彬设计的一个初衷，“千荷
泻露桥应该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水岸会客厅，快
闪活动、创意市集、个人画展、街头的小音乐会……
如今，千荷泻露桥越来越被人熟知，成为人们游玩的
目的地。”王国彬说。

桥是现代之路的延伸，也是运河古艺的繁衍。驻
足桥上，往北可回看历史岁月，往南可感受现代魅
力。北边是一座仿古桥名为北关闸，旁边就是曾经的
验粮之所——大光楼，见证了古代通州南来北往的运
粮船千帆竞过。往南看，是运河文化广场，清晨，跳舞
的、练嗓子的、嬉戏的，无论老少，各得其乐，广场一直
延伸穿过桥下，形成遮风挡雨廊。一座桥，万般好。

北运河上，上至温榆河大桥、邓家窑桥，下至上营
大桥，还有与千荷泻露桥同时中标建设的、横跨通惠
河的“柳叶浮波”桥都是王国彬和联合体设计团队的
手笔。

连接北京城区、城市副中心和顺义区的邓家窑大
桥是运河上的最美“浪花”。华灯初上，更能彰显它的魅
力——“浪花”造型中点缀着灯光，仿佛沙滩上星星点
点的贝壳，也如夏夜里清澈的星光。温榆河大桥则拥
有最美“天鹅颈”，是城市副中心生态魅力的“写生”。

“副中心200多座桥梁都有我的足迹。”王国彬还
参与城市副中心桥梁设计导则的编制工作，将十二
个组团的桥分级分类，按照重点桥梁、标准桥梁、
一般桥梁分别提出桥梁建设控制性条款，确定副
中心桥梁景观按照友好、美景、先进三大目标，便
捷、人性、多功能、城景、河景、桥景、生态、智能、
科技 9 个维度营建，从而让桥梁成为城市的亮丽
名片。

日新月异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但拥有大运河
文化孕育的一座座古桥，还有一座座诸如千荷泻露
桥等能够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桥。这几
座颇具代表性的桥梁设计通过专注实现美术、艺术、
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汲取古人
智慧，同时发展基于中国文明的本土设计范式，以

“主题叙事设计”方法为切入点，努力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世界著名城市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圣彼得堡等

都因拥有众多特色桥梁而闻名于世。在这些城市里，
桥梁不仅是交通建筑，而且是富于浪漫气息的城市生
活空间，每一座桥梁都是融汇美丽与实用的艺术品，而
桥梁群整体更是城市魅力不可或缺的组成。

新时代的北运河正在成为一个“桥梁博物馆”，
并积极探索如何使桥梁成为土地混合使用、提升公
共空间质量、打造智慧城市的重要战略节点，进一步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努力实现从“友好型”桥梁
到“友好型”城市，最终达到“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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