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获得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类特别奖

十年磨一剑 全景呈现中国桥梁圆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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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描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轫到2018年梦想成
真，港珠澳大桥的缘起、立项、论证、环评、施工的过程，对这座涉及一个经济特区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超
级工程进行了全方位记录。作者用时5年，到京、粤、港、澳等地深入采访方案构想者、项目管理者、大桥
建设者等多位亲历的关键人物，极为真实且细腻地还原了大桥建设过程。怀有中国梦的建设者，克服了
无数来自建设管理、工程技术、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挑战，最终建成了世界桥梁史上的一座里
程碑。

《中国桥》内容简介

采写：本报记者 郭秀玉 莫海晖 见习记者 张景璐
摄影：本报记者 朱 习

近日，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73部获奖作品公布，其中，特
别奖13部（图书占5部），优秀作品奖60部。由珠海本土作家曾平标历时十年
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喜获“五个一工程”图
书类特别奖。

《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是一本聚焦广东重大题材，由广东作
家创作、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其以“心灵桥”作为轴线，从书名到章节
都进行了精心编排，紧紧围绕“圆梦”来展开叙述，将现实和历史交织，书写从
远古开始，伶仃洋和港珠澳三地对桥的渴望，以及三地人民共圆大桥梦的奋斗
事迹。

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东接
香港，西接珠海和澳门，总长约55
公里，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
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

在大桥连接的其中一端珠海，
有一位作家，连续多年穿梭奔走于
大桥建设“主战场”——粤港澳三
地，走访大桥建设者，以跟踪式书
写和浸泡式研究写就了长篇报告
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
之路》一书。

这位作家就是曾平标。为了
完成这本书，他“把自己数十年来
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压’了上
去”，可以说是“毕其功于一役”。
为了清晰地总结梳理出港珠澳大
桥的发展全过程，曾平标用三年时
间跟踪收集资料，五年时间采访创
作，两年时间修改、补充、完善，可
谓“十年磨一剑”。

正是秉承着这种精益求精的
精神，曾平标将一个民族的百年梦
想、大国情怀和现代文明精神融汇
笔端，全景式地呈现了港珠澳大桥
从论证到立项，从动工到开通的来
龙去脉，亦为读者“架”起一座建桥
者与大时代相通的精神桥梁。

扎实采访：
奔走粤港澳三地采访一百余人

港珠澳大桥横跨三地，从设计
到施工可谓举全国之力，汇集了国
内行业领域的顶尖专家以及相关高
校作为后盾。正因如此，前期资料
收集和采访的难度不言而喻，长期
在三地之间穿梭奔走已成为常态。
此外，曾平标的足迹还遍布北京、西
安、山西、上海、天津等地。

“为了追求数据的准确和客
观，我在采访期间联系了不下250
人，虽屡次碰壁，但最终有130余
人接受了采访。”历经了无数次的
采访与写作的融合、更正、补充，曾
平标才逐渐将这座大桥建设的轮
廓勾勒出来。

除了采访范围大，采访过程也
出现不少险情。港珠澳大桥全长
55公里，跨越伶仃洋的海况异常
复杂。据曾平标回忆，在CB05标
段采访时，头一天拼装的围堰被海
浪打散了，他们乘坐的交通艇驶过
这片海域时，差点被海上漂浮的钢
板击中，幸好驾驶员经验丰富，紧
急处置避开了危险。

出境的次数限制也成为采访
过程中的一大困难。这座跨海大

桥是粤港澳三方合作建设，书中呈
现的是三地政府“共筑中国桥”的
精彩故事，缺少任何一方的内容都
是不完整的，也会留下难以弥补的
遗憾。由于签注次数有限，采访的
内容又需越详尽越好，每一次出境
都显得格外珍贵。

“虽然采访碰到的困难比较
多，但我都一一克服了。这本书为
什么能得到肯定，我想与这种扎实
的采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曾
平标说。

艰难取舍：
素材两麻袋，电子资料6GB

“对素材的取舍是我写作过程
中最纠结的难题。”曾平标说，对写
作素材的收集，我从来就是“拿来
主义”，并且是“多多益善”，凡是涉
及港珠澳大桥的资料，无论图片或
文字还是影像，不管后面写作是否
用得上，都悉数拿来，落袋为安。

曾平标收集起来的港珠澳大
桥素材装了两个麻袋，拷贝的电子
资料有6GB，面对这些材料，该如
何取舍？“好比一位厨师，采购回来
一堆食材，怎样按照菜谱的要求去
做一桌让客人点赞的佳肴呢？”曾
平标说，他的选材标准有两条：一
是价值标准。比如书中写到的大
桥科技创新，这是中国从桥梁大国
走向桥梁强国的一个分水岭，举全
国科技之力攻关这一点就非常有
价值。还有就是工程为了确保白
海豚“不搬家”，多花了3.4个亿，
凸显环保情怀和责任担当。二是
特色标准。比如我们的工程师到
欧洲去寻求技术支持，人家不屑一
顾，企图技术封锁并狮子大开口，
后来港珠澳大桥建设者通过自主
创新解决了一系列世界难题，工程
师们再次来到这家欧洲公司时，对
方全体人员在楼前升起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唱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傅逸尘这
样评价：围绕建桥这样一个极富想
象力的“中国梦”，曾平标写出了绵
密的生活质感，写出了厚重的历史
感，也写出了个体生命的存在感。
这与曾平标采访扎实、素材丰富、
注重细节不无关系。

精心编织：
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

曾平标最初打算借用“章回

小说”的结构来写这部报告文学，
后来在梳理大桥发展脉络、搭“骨
架”时发现“线条”很多，纷繁复杂
纠缠在一起，最终还是决定采用
了“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的
传统的报告文学方式。

曾平标认为，这种中规中矩、
“以线穿珠”式结构条理清晰，读
者可以沿着开端、发展、高潮、结
局这个时间推移和过程进展去阅
读。

在人物刻画上，曾平标也只是
简略地粗线条描写，主要考虑人物
要服从于事件展示，重在反映不同
人物的共同精神特点。

作品问世：
把建设者的精彩故事留给后人

“对于港珠澳大桥而言，我只
是一名记录者。”曾平标在《后记》
里写道，“我在这片曾经热火朝天
的工地上凝眸、沉思，怀着真诚，怀
着崇敬。于是，我深深地弯下腰，
以拾穗者的鞠躬，捧起伶仃洋上那
些大桥普通建设者的一个个精彩
故事，留给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
人……”

在动笔写《中国桥——港珠澳
大桥圆梦之路》前，曾平标进行了
长达三年的资料收集和写作前的
知识储备。直到2012年5月，该题
材分别被列入广东省作协和珠海
市委宣传部精品扶持项目，曾平标
开始正式采访和写作。到2017年
10月初稿完成，之后是一年的审
读，其间反复进行修改完善，直到
2018年11月大桥开通前出版。《中
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出
版问世前后共花费了近十年时间。

曾平标告诉记者，写这本书
确实是一个苦心志、劳筋骨的体
力活，尽管有时身心疲惫，但享
受的却是一次畅快的精神之旅。

“无数个夜晚，我打开电脑一
边看资料一边敲键盘。有时，我
写得很慢、很苦，我担心哪怕漏下
关键的一笔，便是我不可宽恕的
失职。好几次，大桥人的感人事
迹和奉献精神让泪水涌上我的眼
眶，以致不得不停下敲击键盘的
手，让自己内心稍作平静。有时，
我写得很快，酣畅淋漓，那是因为
我的笔下迎来了一个个攻坚克难
的好消息，我在与建设大桥的英
雄们共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曾
平标动情地说。

奔走港珠澳，采访一百余人

书写超级工程背后的酸甜苦辣

2019年，对于珠海本土作家
曾平标来说，是一个丰收年，其
最新作品《中国桥——港珠澳大
桥圆梦之路》4月获得中央电视
台2018年“中国好书”奖，8月又
获得了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图书类特别奖。
近日，曾平标就《中国桥——港
珠澳大桥圆梦之路》一书的写作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中国桥》受到各界关
注，影响广泛，最近又连续荣获
一系列国家级、省级大奖。你觉
得这本书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
然的结果？

曾平标：不可否认，《中国
桥》的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
首先，这本书不是我写得如何
好，而是题材太重要，对于一个
报告文学写作者来讲，港珠澳
大桥这个题材用“百年不遇”和

“千载难逢”来形容一点都不为
过，这是这本书成功的偶然
性。其次，《中国桥》的成功也
有它的必然性，那就是我没有
把这个题材写“烂”，没有写

“烂”的原因就是我对报告文学
30年的执着坚持和扎实的基本
功练习。30年间我写了 17本
书共450万字，其中14本是报
告文学，平均两年出版一本。
就好比一个武术爱好者，每天
都在自家院子练功，外面有热
闹的擂台赛但却从来没有去参
加过，自然也就不会被人知晓，
所以大家才觉得很惊讶：没想
到一上擂台就身手不凡。所以
说偶然中更多的是必然。

记者：《中国桥》这个书名响
亮而有震撼力，取这个书名有什
么特别含义吗？

曾平标：关于这本书的名
字，当时有好几个选择，比如
《三地一梦》《大国工程》《桥上
中国》等，但总感到缺少点什
么，后来几经比较，最终选择
《中国桥》做书名，主要从两个
方面考虑，首先是从物理上看，
这座桥太特殊了，左手牵着香
港，右手牵着澳门，一桥连三
地，这种以物理联通港澳的形
式是任何一座桥梁都不可比拟
的，体现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桥”；其次中国是桥梁大
国，也是桥梁古国，但近代中国
的历史上，众多的桥梁修建却
是被外国人把持的。可以说，
港珠澳大桥是一座圆梦桥，也
是一座复兴桥。

记者：从珠海筹划伶仃洋大
桥到港珠澳大桥工程建成通车
前后跨过35年，如何有选择性地
把重要的历史时刻呈现出来？
这本书的亮点和价值在哪里？

曾平标：《中国桥》在北京举
办研讨会时，被专家称为“百科
全书式”的写作，有“史诗的品
格”。港珠澳大桥35年的演进
过程中，我发现它的每一个篇
章、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符都
承载着中国桥梁历史不能抹去
的文化基因。作为一个书写者，
我正是循着它深邃的内涵去努
力的。当然，一本书要把其历史
完全呈现出来是不可能的，但书
中有几大看点：比如攻坚克难，
港珠澳大桥工程体量之巨大，建
设条件之复杂，都是以往世界同
类工程没有遇到的，岛隧工程33
节沉管中的第15节沉管安装，
经历了三次出征，两次返航，其
艰难困苦在书中有比较详细的

描写；比如科技创新，书中写到
的大桥科技创新，这是中国从桥
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的一个分
水岭，国家举全国科技之力攻关
就非常有看点；再就是工程为了
确保白海豚“不搬家”，多花了
3.4个亿，凸显了环保情怀和责
任担当。

如果要说这本书的价值，就
是讲明白、写清楚港珠澳大桥这
项超级工程，把“前世今生”这四
个字理解了、呈现了，就体现了
《中国桥》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意
义所在。

记者：选定港珠澳大桥这个
题材后，必须深入实地采访，港
珠澳三地采访有差异性吗？

曾平标：报告文学的“报告
性”即真实性，决定了必须深入
实地采访。港珠澳大桥采访不
仅需要“陆上跑”，还要“海上
漂”。采访最大差异性在于，除
了珠海经济特区外，还有香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这三个
地方历史背景、文化观念、工作
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存
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确实给
采访带来不少困扰。比如语言
差异，港澳讲的是粤语，我讲的
是普通话，回来整理录音时，只
能听懂三分之一。我专门请了
一个粤语助手，把采访录音整
理出来，在助手的帮助下，我在
书中用了不少广东方言，增加
了作品的趣味性；再比如信息
披露的差异，港珠澳大桥工程
信息披露有制度要求和三方约
定，因此我能得到的信息和资
料比较零碎，需要各种间接采
访和直接采访相互印证，这在
我以往的采访中从没碰到过。

曾平标：记录时代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 曾平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
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珠海市商务局干部。出版报告文
学、小说、散文等个人专著17部，共
计 450 万字。在《中国作家》《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广西文学》等国
家级、省级刊物发表作品 100 多万
字。代表作有《中国桥——港珠澳
大桥圆梦之路》《魂铸京九》《远山的
诱惑》《祭梦》《生死树》等。作品曾
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类特别

奖、中央电视台“中国好书”奖、广东
省“五个一工程”奖、“军剑杯”全国
报告文学一等奖、“百年沧桑话回
归”全国报纸副刊散文征文金奖等
国家级、省级荣誉。其中，长篇报告
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
之路》获中央电视台CCTV-10《读
书》节目推荐并入选中宣部 10 部

“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其
繁体版输出到中华书局（香港），有
声读物版输出到澳大利亚悉尼2ac
华语电台。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桥——港
珠澳大桥圆梦之路》，记述了港珠澳
大桥从设想到建成全过程的精彩故
事，书写了港澳回归祖国共圆中国梦
的时代篇章。此书一经推出，便获得
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褒奖。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

以港珠澳大桥为题材的书
中，广东作家曾平标的《中国桥》最
扎实，是今年广东最出彩的报告
文学作品，可视为港珠澳大桥的
一部百科全书，因为它内容的丰
富性和翔实性达到了一个境界。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
勤：

曾平标的《中国桥》反映了

国家的巨大成就，是一部史诗性
的作品，是讲今天的中国故事的
典型作品。

广东省作协原党组书记、专
职副主席张知干：

《中国桥》是现实主义题材
的厚重之作，以崇高的艺术追求
书写中国故事，以文学的工匠精
神书写大国重器。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

《中国桥》采用了规范的报
告文学写法来还原桥的前世今
生，难度很大，很有文献价值。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
会长李炳银：

2018 年是报告文学丰收的
一年，在题材、内容、文学表达方
面都有所进步，而《中国桥》是其
中优秀的作品之一，采用了作者
沉浸其中的感性表达方式，很能
打动人。

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生：

《中国桥》是一次高难度写
作，为读者“架”起一座建桥者与
大时代相通的精神桥梁。

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
《中国桥》是一部磨出来的作

品，几经审读、不断修改，它体现了
作者的担当和文学的力量——书
写超级工程的中国故事，记录建
设者的奋斗精神。

《中国桥》对港珠澳大桥建
设这一事件的书写是全景式
的，作品的采访之扎实、资料之
翔实、细节之真实令人心生感
喟——这种跟踪式书写和浸泡
式研究，恰是当下报告文学创
作最为稀缺的写作伦理。

——北京 傅逸尘

《中国桥》把目光主要集中
在中国制造的气魄上和中国制
造方法的创新上，特别是对中国
制造的精髓及工匠精神进行了
浓墨重彩的再现。作者一边在
行走，一边被这种家国情怀深深
震撼，所以他的笔端不乏丰富的
情感。

——天津 周纪鸿

说到大桥人的匠心精神，作
者以严谨的态度来完成这部巨
著，又何尝不是匠心精神呢，在
这里，匠心精神有了更丰富的意
义，它是一种态度，一种信仰，更
是一种力量。

——广西 唐方

港 珠 澳 大 桥 彻 底 改 变 了
人们过去对桥梁的认知，因为
它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投入
以及施工难度都是前所未有
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曾平
标以自己的真诚和责任感，记录
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点点滴滴，
极具时代意义。

——深圳 杨唐唐

有一天，周红星来到上海长
兴岛振华重工基地，他要在两个
大圆筒上安装仪器，一个圆筒是
60 多个传感器，两个圆筒就是
120多个。

沿着大圆筒绕了几圈，40多
米的大圆筒就矗立在那里，仿佛
在向他示威：来呀！上来呀！

白天工人要焊接，周红星只
能选择晚上。那夜，只见他一个
人找来一架台车，急红眼的他

“蹭蹭蹭”地爬上四十几米的钢
圆筒，那时正值初夏，钢圆筒闷
热难当，他趴在圆筒上满头大汗
地一个接一个安装，直到凌晨才
装好最后一个。

传感器装好了，对周红星来
说却是一个煎熬，连续数个晚上
他都在思忖：振沉的时候这些传
感器能不能存活？

周红星的努力没有白费，最
终传感器的存活率竟然达到了
70%。在国内首次获取了这种特
殊支护结构的荷载数据。

——摘自第八章《中国可以
说“行”》

“报告！沉管基槽泥沙又增
多了！”正在人们的忐忑等待中，
潜水队员急匆匆奔进指挥舱。

总指挥林鸣问道“怎么回
事？你慢慢说。”

“我们潜入海底沉管基槽的
时候，发现回淤物厚度约4厘米，
并且有一定的稠度，用手都拨不
开。”

安装船指挥室的气氛瞬间
凝固。

沉管安装最怕海底基槽淤
泥回流！

基床回淤后如果撤回，挖掉
重新铺设，直接发生的费用以千
万元计，沉管回拖一次也要几千
万元……这将对工程产生巨大
的财务压力。如果强行安装，万
一基床上的淤泥让沉管发生滑
移，对于设计使用寿命120年的
港珠澳大桥来说，未来可能是致
命的隐患。

到底要不要撤回？参与决
策会的人都经历了漫长、纠结且
痛苦的过程。作为总指挥长，林
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深思熟虑后，他下达了回航
指令。“撤吧！沉管回坞!”虽然
整个浮运安装团队士气低落，可
是林鸣肩上的责任告诉他，港珠

澳大桥的施工质量必须全力保
障，珠江口可是中国最繁忙的航
运水域，一丁点的失误带来的可
能是未来百年内的安全隐患，暂
时的回撤是为了更加长远的未
来。

一时间，港珠澳大桥沉管隧
道工程遇阻消息在境外不胫而
走，中外舆论哗然——港珠澳大
桥遭遇技术瓶颈，开工遥遥无
期！

——摘自第十四章《挑战不
可能》

2013 年 2 月 1 日上午 8 时
许，满载钻孔急需设备的“盛世2
号”货船正全速驶向青州航道桥
56号墩钻孔平台。

“报告船长，正前方发现白
海豚！”途经淇澳大桥 2.9 海里，
北纬 22.22°、东经 113.38°时，
船头的观豚员发出警报。

“转舵、停船、抛锚。”船长马
上发出指令。

船紧急停在了距离海豚约
100米的地方。正在船上例行春
节前HSE检查的魏礼翔、船长和
全部人员很快聚到了船头，只见
不远处的海面上一群海豚相互
追逐着，与海豚们相伴的还有一
直低空盘旋的上百只海鸥，活动
范围半径大约50米。

观豚员仔细一数，总共有10
头海豚，其中2头幼豚、6头亚幼
豚、2头成年豚。魏礼翔欣喜地说：

“船长，我们只能静等它们走远咯，
要不会惊吓到或伤害到它们。”

“好。”船长随即作出安排，
船上人员分四组观察。

10分钟过去了，30分钟过去
了，海豚们还是意犹未尽，始终
在距离货船100米左右的地方活
动。

就在这时，平台钻孔施工
负责人来电话催促了，这可急
坏了船长。一边是世纪工程建
设，一边是一级保护动物的安
全，都不容大意。没办法，船长
只得向平台钻孔负责人说明情
况。平台钻孔负责人闻讯后立
即表示理解，说：“那你们就等
海豚们安全通过吧，我们这里
虽然急，但这些时间我们能赶
回来的，多加点班而已啦！工
人们都支持！”

——摘自第二十五章《以环
保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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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曾平标。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读书》节目介绍《中国桥》。 《中国桥》。 曾平标在介绍《中国桥》的创作情况。

《中国桥》曾在4月获得中央电视台2018年“中国好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