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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飞云渡北岸的滨江

大道，高楼大厦，风光秀丽，滨

江三期工程相继建成，外滩景

色显得格外美观。在三期江

滨人行道上漫步，人们会看到

一座新建筑巍然耸立于滨江

渡口的“轮渡大楼”。

据介绍，2012年11月，瑞

安市城防三期工程建设需要

改建南门渡口地段和滨江三

期工程相连接，由于原渡口码

头地势较低，如遇暴雨或台风

大雨和潮水倒灌，南门头这一

带经常漫水，工程建设需拆除

飞云江北岸客运码头和候船

室，同年11月15日，轮渡搬迁

到新仙岩头客运码头营运。

2013 年 7 月 1 日，轮渡大楼建

成，轮渡公司搬迁至新轮渡大

楼。这里原为明清时北岸渡

口仙岩头同利埠码头，也许是

历史偶然的巧合，或是建筑工

程勘测设计择址于此，渡口码

头“回家”，成为一则趣话。

君不见八大水系吴越展，

一江云水高天来；殊不知流长

源 远 亘 古 淌 ， 清 浊 分 明 自 剪

裁。越云崖兮破叠嶂，卷白雪

兮走惊雷；纳百川之涓流，敞

宽阔之襟怀；穿苍茫之广域，

阅桑海之尘埃。生之不息，奔

腾而永不疲；颉之不挠，勇往

而金石开。

江以云命，形意交融，曾

随县名，宋始斯谓。源洞宫以

衍远，入东海而逶迤。昔乃瓯

越之天堑、浙闽之喉嗌矣！走

遍天下路，只怕飞云渡。海隅

多 洪 泛 之 忧 ， 斯 民 有 涉 江 之

泪 。 至 若 风 雨 狂 涛 ， 越 鸟 不

济；舟船难酬羁旅之往，江濑

尤 多 风 波 之 滞 。 今 哉 甘 雨 随

车，六虹耀彩；铁流星驰、通

途愿遂。

云江之水，生命之源。润

亿顷畛畴，哺百万苍生。运乎

四时，启绵绵之洪福；惠及万

代，施脉脉之柔情。尔来稼穑

之咸丰，仓廪之殷实，民企勃

发 ， 商 贾 繁 盛 。 曩 称 东 南 邹

鲁 ， 斯 号 文 化 名 城 。 星 旗 猎

猎，俊才耀冠世之誉；甲骨峥

峥，硕儒振学术之名。玉海激

浪，琵琶扬声。欹欤！五风十

雨兮彰恩泽，三致千金兮载鹏

程。

云江之美，银河羞叹。溪

港 纵 横 ， 珠 潭 璀 璨 。 凝 眸 以

眺 ， 宛 如 彩 练 迎 风 ； 龙 驾 而

渡 ， 遂 嗟 脚 下 生 澜 。 九 曲 连

环，五游呈粲。水族旺、鳞甲

贯 ， 逐 四 时 之 鲜 、 候 千 肆 之

唤 。 风 帆 远 济 ， 呼 鸥 鸟 之 凌

波 ； 渔 棹 晚 唱 ， 揭 行 云 之 遗

幔。云衢通达四方，琼楼栉比

两岸。长堤伸而绿柳垂，大坝

矗而宏渠通。时或海月秋风、

澄宇浩浩；时或碧波红日、金

辉彤彤，真诗画妙境、信蓬莱

若逢。

河渎之治，史镜可鉴；水

利 之 兴 ， 佳 话 流 传 。 八 疏 叠

奏，紫垣献长策于一日；千里

分流，白昂筹良谋以万全；周

凯三江创绩，刘鹗五说存篇；

女 娲 芦 灰 止 水 ， 林 公 泽 国 承

肩；大禹之功，长敷九域；王

景 之 惠 ， 润 泽 千 年 。 逮 乎 今

世，昭代光华，战鼓频擂，号

角声震。风雷激而凯歌讴，积

淤 清 而 江 河 浚 。 噫 呼 ！ 治 国

兮，必先水而视也；环保兮，

乃国策之信也。

云水无私，天心载道；云

展 云 舒 ， 潮 起 潮 落 ； 逝 者 如

斯，上善若水。浪花开不败而

花攒锦簇，赵津歌不尽而随波

逐 幕 。 若 怀 “ 群 科 济 世 ” 之

忧，当务乘风破浪之搏也。

江 有 韵 而 神 、 水 生 魂 而

圣，神之灵、圣之祥。期佑蓝

天白云玉洁，青山绿水绵长。

一方热土，万世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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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淼

飞云渡，是飞云江最大的渡
口，自古为浙闽交通要津。渡口北
岸码头位于瑞安城南门外，南岸码
头为飞云码道村江滨，古渡历经风
雨沧桑，江涛声声，昔日上有中洲
渡，下有东山渡，渡口曾兴盛一
时。宋代飞云渡口辽阔，“人烟荒
县少”，宋元以后，渡口从荒漠而
逐渐繁荣。由于江流冲刷淤积，宽
阔的渡口而今仅 1000 来米。看今
朝，忆往昔，飞云渡口历史的变
迁，令人感慨不已。

轮渡大楼原址为原仙岩头同利埠码头

飞云江赋

■陈之川

宋元明清时期，飞云江

水流湍急，潮起潮落，潮流

形成“三条江”，昔日依靠人

力摆渡的小舢板，顺着江流

水势过渡，“江面乱流行十

里”，下至东山，上到横山，

摆渡吃力又费时，只有潮平

时才快渡。如遇天气突变，

暴风骤雨，波涛汹涌，或逢

台风季节，风暴雨狂，巨浪

滚滚，扁舟摆渡，乘客过渡

寒心，沉船事故频发。

明清时期，飞云渡口曾

几度改官渡为民渡、义渡，

改来改去。明正统年间，瑞

安义士李伦 （孟奇），舍财行

善，赈济救灾，专为飞云义

渡建造渡船 5 只，雇工摆，

供 给 衣 食 。 明 嘉 靖 元 年

（1522），渡口由民渡改为官

渡，建造渡船 10 只，后因船

只失修，管理不善，事故频

发。嘉靖三十二年 （1553），

瑞 安 知 县 刘 畿 重 视 兴 修 水

利，拨款建修飞云码头。明

万历十六年 （1588），三月五

日，飞云渡大风覆舟，溺死

者 50 余 人 。 万 历 四 十 年

（1612），知县王祚昌重视渡

口修建，撰 《飞云江复官渡

记》。明崇祯年间，瑞安知县

沈龙跃、李灿箕又修建飞云

渡口码头。

清康熙十六年 （1677），

渡口又改为义渡，陈克受倡

募捐款，副将刘顺复捐俸，

两 岸 置 渡 船 38 只 。 二 十 四

年，知县范永盛扩建飞云渡

口 码 头 。 雍 正 初 年 ， 黄 清

微、陈舜捐田 30 亩充义渡之

资，置渡船 7 只。雍正九年

（1731），天王寺僧人宗义捐

寺田百亩，又募田 30 亩，大

力改进义渡，拆修建船只 40

只，分泊两岸，每人过渡铜

板一文。

乾隆四年 （1739），官府

拨涂田 330 亩，资助义渡。

乾隆十年 （1745），又恢复民

渡，僧人云岩募款修建南岸

码头，改块石为条石。渡口

法 久 生 弊 ， 乾 隆 四 十 五 年

（1780），飞云江渡口覆舟，

溺水死亡数十人，两岸家人

号啕啼哭，甚是悲惨。由于

渡 口 事 故 多 ， 嘉 庆 十 三 年

（1808），知县谭正坤和张徳

标 （回任） 相继捐俸，绅耆

李锦澜等集资修建北岸仙岩

头同利埠码道，改进埠头渡

运。光绪十五年 （1889） 重

建渡埠码道，并在埠头前陈

府 庙 墙 壁 上 嵌 青 石 碑 刻 禁

令，保护码头。光绪三十一

年 （1905） 八月，邑人吴之

翰将北岸码头向东移迁至南

门大马道，并由原 8 尺拓宽

至 2 丈 余 。 宣 统 元 年

（1909），北岸大码道建造飞

云亭。但自然灾害又频发，

宣 统 三 年 （1911） 七 月 初

五，飓风暴雨，延续至七月

廿二大水始退，八月廿八、

廿九两日又来飓风，飞云渡

口两岸住民遭受大水浸漫，

灾害深重。

官渡民渡义渡屡次更改

民国四年（1915），瑞安项

湘藻等人士在飞云渡口创办

瑞安通济轮船公司，修筑北岸

大马道码头，改善安全渡运，

轮渡公司还与温瑞塘河轮船

和瑞平塘河轮船相连接，改进

南北内河航运，从而结束飞云

渡千年小木船摆渡的历史，开

创渡口动力轮渡的新纪元。

民国十八年（1929），政府拨款

扩建北岸渡口大马道码头道

路，修建南岸渡口码头和待渡

亭。抗日战争期间，飞云渡口

和南北两岸码头及飞云亭，遭

受日寇飞机多次滥炸，渡运时

断时运，码头破坏严重，满目

疮痍。抗战胜利后，飞云渡口

码头，由县公产整理委员会拨

款修复，轮渡和舢板营运恢复

正常。当时物价飞涨，每人渡

费铜板由 3 枚涨至 6 枚，有时

改收实物，过渡收一至二个鸡

蛋，成为趣谈。

1949 年 5 月瑞安解放，人

民政府接管飞云渡口。1950

年 2 月，政府派员整顿飞云渡

民营通济轮船公司，改进渡口

营运。1958 年 10 月，瑞安轮

船公司成立后，北岸轮船码头

又向东扩建。1965年，北岸码

头建造木质趸船和木头引桥，

渡口客运量逐年上升。1978

年冬，飞云渡口钢质渡轮投入

航运，轮渡安全宽敞舒适，“从

容飞渡浪不惊”。渡口东首建

造汽车客渡码头，南北往来汽

车，日夜紧张渡运。1983年改

革开放，政府拨款新建南北客

货运码头，扩大渡口规模，增

置交通设施，北岸码头 2 个泊

位，混凝土钢质甲板趸船，3条

钢质栈桥和 1 条引桥，旅客过

渡，人车客货过渡分流。1986

年，北岸码头新建售票处、候

船室、办公室等，楼房屋檐高

竖“飞云渡“三个醒目大字。

1988 年飞云轮渡客运量为高

峰，达 1399.2 万人次，是最繁

荣时期。

1989 年飞云江大桥建成

通车后，飞云汽车客运码头轮

途停运，人渡和车渡分流。上

世纪 90 年代以后，人们乘汽

车过大桥，渡口轮渡客运量毎

年 以 10％ 左 右 比 例 递 减 ，

2003 年轮渡年客运量 235.6

万人次，2010 年客运量 156.7

万人次，又因轮渡码头搬迁和

飞云城乡公交车开通，2013

年渡口客运量仅 103.4 万人

次，从盛而渐衰。新中国成立

后，轮渡票价不断调整，从 3

分、5 分、1 角、2 角、5 角调整

为1元至2元。

瑞安轮渡公司现有钢质

渡轮 3 艘，旅客过渡安全，营

运时间毎天早上 5 时至晚上

11 时，半小时来回过渡，斜航

程为1.8海里。

近年来，瑞安市水陆交通

运输，渡口和内河水运逐渐转

向陆运，各镇街公路通车和飞

云江大桥建成，汽车营运快捷

方便，全市内河各条轮船航线

先后停航，轮船水路客运自然

消失，惜哉！飞云轮渡客运量

也逐年趋向萎缩，这是渡口轮

运衰落的客观现实。

1988 年飞云渡口最繁荣

清嘉庆时的飞云渡

风雨知桑海 潮声变古今

飞云渡口话今昔飞云渡口话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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