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雪岩捐银首建

到了 19世纪 60年代，杭州丝织、印
刷、造船和其他方面在国内遥遥领先。

当时“红顶商人”胡雪岩富甲一方，人们

尊他“江南药王”。他笃行佛教，把“好义

为人钦”作为至理名言，认为“有钱不行

方便于人，如入宝山空手而回”。为沟通

与萧、绍、宁、温等地的药材业务，积德行

善做好事，经巡抚核准，他独资捐银 10
万两，在南星桥至西兴江面之间首创义

渡，免费接送两岸商人、农民和居民过

江。此举引起社会热烈反响，一时间杭

城开明士绅商贾纷纷相助。

当时胡雪岩委托一批有经验老船

工，制造了四条长 15 米，宽 4 米，可载
100多人的方头平底渡船。这种船比一
般渔船大 5倍，便于人员携带物品上下，
行驶平稳，只是全靠人力摇橹，显得十分

笨拙。如遇天晴顺风还好，如果逆水逆

风或遇潮水，不仅苦不堪言，而且时有

危险，所以时常被迫“封江停渡”。说起

“封江停渡”，也有一件趣事。当时没有

通信设备，为了把消息告诉大家，人们

在南北两岸各竖一根高高的旗杆，一旦

因风急浪险决定“封江停渡”，两岸便把

一面细布做的大旗子扯到旗杆顶端，好

象是向老天爷举手投降。两岸过客见到

旗子，就知道已经停渡。

由于经常遇到“封江停渡”，许多客

商被滞留江边，使往日冷清的南星桥慢

慢繁荣起来。加上木业兴起，江边百船

云集，岸边百业应运而生，许多茶糖酒

饭、南北杂货商店，从闸口至三廊庙十

里，江干顿时热闹非凡，人们从此把这

里称为“金江干”。

到 1883年，钱江义渡已在风雨飘摇
中苦撑 20多年。虽然胡雪岩每年要支
付许多银两，但“上半夜为自己着想，下

半夜为他人着想”的他却无怨无悔。当

时渡船已有 36艘，船工 350多人，可谓
盛况空前。可惜胡的蚕茧丝绸生意因受

洋商倾轧受到严重挫折，一时陷入无力

自拔的困境，加上他年迈体弱，终于在

疾病折磨和精神郁闷中而抱憾辞世。

俞襄周鼎力接办

眼看钱江义渡无法维持，正在上海

担任两浙盐运使、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

董事长的俞襄周自告奋勇站出来。他号

召在沪同乡，同舟共济，力挽危难，接办

胡氏义渡之舟。一时间，众人鼎立同心，

资金像雪花飞来，很快筹措一笔巨资，于

是成立义渡基金会，从而使义渡大旗临

危不倒。有了资金后，俞襄周在上海向

外商购买了一艘机器轮船。他先在黄埔

江上试船数次，然后带着一班好友乘机

轮沿海路南下到三廊庙码头。俞亲自挑

选 5名有驾驶修理技术的人做水手，又
令机轮拖着方头平底大船，在江面反复

试航，直到没有任何问题，方才投入渡

客。当时两岸百姓，称这种“突、突、突”冒

黑烟的机器船叫“小火轮”，许多人没事

也赶来坐一趟过个瘾，他们乘过以后，更

是添枝加叶地描述洋船的奇妙，使人倍

感新奇。

俞襄周为什么热衷于义渡呢？说起

来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祖居绍兴马山

乡的俞先生，原来家有良田数百亩、瓦舍

50多间，历代经商，家资殷实。他在杭城
有数家商号，同时经营杭州至桐庐、杭州

至诸暨两条水上航运公司。因他经常到

杭州城里办事，是义渡船上的常客。一年

夏天，俞从萧山乘轿子赶往西兴过渡。当

时穷人都是赤脚干活，轿夫要跑路，穿自

己用稻草打的草鞋。这天，一轿夫的草鞋

底磨破了，只好赤脚一拐一拐地走，使轿

子一摇一摆的，结果把闭目养神的俞先

生摇醒了。俞看轿夫痛苦的样子，马上从

口袋掏出散碎零钱，让轿夫在路边歇息

一下，顺便买双草鞋和茶水零食解解饥

渴。因为草鞋是自己打自己穿的，跑了好

几家店也没买到，轿夫只好忍痛上路。这

一折腾耽误了时间，等赶到渡口，船已驶

离江边 300多米。俞先生只好在江边等
下一班渡船。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

有旦夕祸福。”就在等船时刻，忽见乌云

骤起，风声大作，本来就是无风三尺浪的

江面上，顿时恶浪滔天，可怜刚驶到江心

的木船，像片轻飘飘的落叶，在江中时隐

时现险象环生。显然船工已失去驾驭能

力，这情景使岸上人的心揪紧了。此时，

许多送别的人跪地求天，但愿菩萨保佑

一船人平安过江，可是尽管千呼万唤，已

是回天乏力，大家眼看一船人葬身于无

情的江水中，人们撕心裂肺地哭着喊着。

此情此景，像重锤撞击在俞襄周心扉上，

他暗下决心，待到有朝一日，定要尽力改

善渡江条件，不让这人间悲剧重演。

俞襄周临危受命，接过义渡大旗，时

常拨冗顾问义渡具体事务。由于他采用

机器轮拖船，不但快捷安全，而且增加对

开航班，同时在每条船上配备救生设备，

还在两岸备置救生船，又训练水上救生

员，从而增加了渡江安全系数。从此，江

南岸群众挑箩搭担，纷纷乘船来杭州，他

们早上带着鸡鸭鱼虾、新鲜蔬菜进城，下

午买着小商品百货返回，每天南来北往、

川流不息。每逢春节清明前后，萧绍宁温

的商人要赶回老家过节祭祖，致使渡船

不敷应用，于是俞襄周又把杭桐、杭诸两

家航运公司的船只，调到南星桥全力以

赴支援节日义渡。在群众赞誉声中，俞先

生又得到杭州知名人士王竹斋、金润泉、

张载阳、蒋抑卮、王芗泉等人大力支持。

不久，又向外商购买四艘铁壳机轮，并冠

名为“义中号”“义正号”“义和号”“义平

号”，使钱江义渡进入鼎盛时期。

成立钱江义渡局

此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成立了浙

江钱塘江义渡局。义渡局局长由杭诸轮

船公司经理王清光担任，使原来的民营

性质变为一个官督民办的机构。当时，义

渡局归省政府直接管辖，不论官商士农

过江，仍然一律予以免费，保持义渡重义

不重财的本色。

1927年，由俞襄周建议和资助，钱江
义渡局着手建两岸南北码头。因为原来

江岸边都是大片的淤泥沙滩，人们要登

上渡船，必须走过很阔的一段沙滩，而沙

滩时有积水，有的水深及胫，所以只好在

沙滩上搁置长达百米的跳板，旅客步履

艰难，稍不小心，时有失足落水之危，不

但弄湿鞋袜衣服，而且容易伤人。尤其是

遇到突发大水，或是江潮骤涨，跳板时常

被洪水冲走，每年损失相当可观。搁跳板

既不经济又不安全，义渡局决心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从 1927年开始，历时两年，
先在三廊庙建成一座长 250多米、宽 10
米的钢筋混凝土梁版式引桥伸入江边码

头，人们从此跨上渡船，再不为涉水犯愁

了。1931年，俞襄周给母亲做 80大寿，同
时为儿子完婚，俞家双喜临门，许多亲友

致送贺礼，他将礼金全部献给义渡局，用

这笔钱在码头上加盖水泥雨篷，使码头

更臻完善，行人不再受日晒雨淋之苦。码

头落成之日，当时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省

建设厅长曾养甫等官商云集，张静江亲

自为码头题匾额“浙江第一码头”六个大

字，下署：张人杰（张静江的字），至今此匾

保存完好。1933年，钱江南岸以巨木为
桩，用大型工字钢为梁，建成一座长达

600多米的南岸码头。从此，两岸人员往
来无阻，汽车也可以用轮渡过江了。

1937 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前
夕，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了不让日军

利用钱塘江大桥向南进攻，忍痛将自己

用无数心血建造的钱塘江大桥炸毁了。

同时，为了阻止日军南进，人们把所有渡

船及行驶在江上的部分船只装上引燃

物，撑到南岸码头下点火起焚，将南岸码

头全部烧毁，损失不堪统计。日本占领杭

州后，三廊庙渡口任务更加繁重了。无数

群众从这里过江，不但要交一定过江费，

而且还要经过日伪汉奸搜身检查，完全

改变了义渡始创人的初衷。不过，这短暂

的民族屈辱史已经过去，一代新人正勇

立潮头，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拼搏。

如今，随着杭州钱江时代的到来，浙

江第一码头已改成滨江大道，钱江义渡

早已被一座座现代化桥梁代替。老的码

头已经拆除，采用固定墩的钢结构液压

升降式新码头早已建成。但人们一谈起

曾经是沟通浙江上八府、下三府的枢纽，

起到过货运、客运、轮渡重要功能，让源

源不断的物资从这里流向市场和千家万

户的钱江义渡，仍然是津津乐道。为了纪

念旧码头，人们正怀着几多难舍的心情

在旧址筹建立碑，以便让后人观瞻怀旧。

（据《杭州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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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义渡
近百年前，杭州江干至萧山西兴一带，都是宽阔的江面。钱塘江入海口宽近百里，至海宁盐官一带，渐缩为3

公里左右，呈喇叭形，潮波上溯受阻，波涛汹涌，状如万马奔腾，声如惊雷震地。古往今来，每到农历8月

18日，潮头高达3到5米，无数名人前来观赏，留下许多动人诗句。

古时候，据说秦始皇为了到会稽去祭拜治水英雄大禹，要过钱塘江。那时的杭城一带是汪洋世界，秦始皇行至

宝石山边，将缆绳拴在一块大崖石上，然后登山眺望，急欲选渡口过江。因江面辽阔，水急浪高，只好沿江西行120

里，从狭中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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