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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南昌段江面很宽阔，

有一千多米，隔江远眺，水天

一色，远处山川若隐若现，宛

如一幅意境高雅的写意画。难

怪一千多年前山西人王勃到赣

江边文兴大发，写下了“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的千古名句。古时赣江上没有

桥，靠船渡来往于市区和对岸

的牛行车站。1934年蒋介石开

展所谓“新生活运动”，提出

“建设新南昌”的口号，耗资

百万、历时两年在赣江上架起

了一座钢墩、钢梁、松木桥面

的大桥，命名为“中正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为

“八一桥”。1955年对八一桥

进行了改建，改建后的大桥全

长1227米，桥宽10米，桥面也铺

上了水泥，桥南头还建了一座

喷水池，池中间是玻璃制作的

花坛，周围雕塑了一些神态各

异的戏水鹅，到晚上五颜六色

的灯光齐亮，成为南昌的一道

风景。可惜的是，“文革”期

间被作为“封资修”拆除了。

改革开放以后，南昌经济

日益发展，南来北往的交通量

大幅增加，原先的八一大桥已

不堪重负。上世纪 90年代初，

市里着手规划“一江两岸”的

城市建设布局，兴建新八一大

桥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1993

年，这个项目列入了省里的规

划。1995年 3月29日，毛致用同

志主持省四套班子和南昌市有

关领导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

议，确定建设新八一大桥。

记得新八一大桥是1995年

11月动工的，位于原桥上游 50

米处，全长3000多米，是江西

第一座斜拉桥。大桥由主桥、

引桥、匝道三部分组成，全长

约6公里，其中主桥1040米，桥

面26米宽，双向四车道。主孔

为4×160米跨度，塔高103米，

桥到水面的净空10米，达到三

级通航标准。当时批准的概算

好像是4亿多元。新八一大桥不

仅是宏伟的现代化交通设施，也

是南昌市的一大景观。巍巍高

塔与两岸的高楼遥相对应，长

长的桥身宛如一条巨龙横卧赣

江之上；桥上南来北往的车辆

川流不息，桥下穿城而过的赣

江一泻千里；四个圆圈围成的

三层南引桥如蝴蝶飞舞，其中

还有仿照浔阳楼、郁孤台、牡

丹亭、龙珠阁建造的楼台亭阁，

体现了江西灿烂悠久的文化。

对新八一大桥，人们议论

最多的是桥头雕塑。北岸是一

对铜铸的雄狮，分立桥的两边，

十分威武雄壮。狮是兽中之王，

象征“尊贵”和“威严”，在

民间更有“镇邪”、“避邪”

之意。桥头狮，自不足奇。有

特点的是，南岸桥头，雄踞的

白猫、黑猫两座巨型雕塑。其

底座比三层楼还高，每座重达

100多吨。白猫用汉白玉制成，

黑猫取材黑色花岗岩。黑猫站

立，双目圆睁，爪下压一只招

财鼠，眼似仍在寻鼠；对面的

白猫也不示弱，持弓身跳跃之

八一桥头的两只猫

吴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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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仿佛正扑向黑猫爪下的猎

物。应当说，两只猫的雕塑，

栩栩如生，刻画了不寻常的意

境。以猫作为建筑物的配套雕

塑，据说还是头一次，难免会

引起一些议论。

以猫为题的雕塑，确是我

的主意。我到江西工作后，经

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感到加快

江西经济发展关键是破除“左”

的思想束缚，迈开改革开放的

步伐。1988年，毛致用同志到

江西任省委书记，搞的第一个

大动作就是开展生产力标准的

讨论。我对此完全赞成，认为

要像重视真理标准讨论那样重

视生产力标准讨论。干部群众

思想不解放，说来说去还是人

们衡量是非用的不是生产力标

准。这次大讨论，对推动江西

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

作用。1992年，邓小平同志到

南方视察，路过江西鹰潭，致

用同志和我在车站迎候他老人

家。小平同志一再鼓励我们，

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

点，放得更开一点，发展更快

一点。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

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第

一条就是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其实，这个思想小平

同志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

过，他引用家乡的一句民谚，

“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

是好猫”，以通俗的语言，阐

释了一个哲学观点。

1992年以后，我一直有个

念头，能不能用雕塑的形式，

体现小平同志关于“黑猫白猫”

的说法，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人

们的思想解放，也有利于把这

段历史的记忆留给后人。当

时，江西有个艺术剧院，处于

市中心的八一大道旁。剧院建

于 1956年，已不适宜省会城市

文艺活动的需要。1993年省里

开始酝酿改建，总建筑面积1.2

万多平方米，建筑风格在当时

还算新颖。1994年该项目开工

以后，我请负责重点建设工作

的副省长黄智权考虑，能不能

在剧院门前立一对白猫、黑猫

雕塑。智权同志组织工程技术

人员进行了研究，感觉有一定

难度。因为艺术剧院是原址重

建，处于城市中心，占地面积

只有 72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

1万多平方米，同时作为公共服

务场所，要考虑上千人的疏散

和车辆停放的要求，如再放上

大型雕塑，整体结构很难摆布。

我听过汇报后，这事就搁下了。

新八一大桥筹建时，为了

减轻南昌市的筹资压力，我做

了工作，请省交通厅为业主，

负责建设。当时，我曾给负责

这项工作的主要领导打过招呼，

请他考虑在新八一大桥搞白猫、

黑猫的雕塑。大桥开工后半年

左右，有一次我到工地察看建

设情况，我问陪同的副厅长、

大桥建设总指挥胡柏龄，桥头

堡准备搞什么雕塑。他告诉我，

还没有考虑。我说，能不能在

桥南、桥北各搞一对雕塑。桥

北搞一对雄狮，象征南昌是英

雄城，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

桥南能不能搞一对黑猫白猫，

“

”

桥北搞一对雄狮，象征南昌是英雄城，是八一军旗

升起的地方。桥南能不能搞一对黑猫白猫，这可能没有

先例，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反映了江

西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具有改革开放的

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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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没有先例，但不管黑猫

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反

映了江西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决心，具有改革开放

的时代特征。桥的护栏上可以

设计一些形态各异的十二生肖，

人们在桥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属

相，既体现建桥为民服务，也

体现人民创造历史。雕塑不要

用钢筋混凝土，也不要用不锈

钢之类的金属材料，就用石头，

黑猫用花岗岩，白猫可以用汉

白玉，这样不怕风吹雨打，留

存时间久远。我还对他们说，

南岸引桥的匝道下，可以建几

座楼台亭阁，模仿江西有特色

的建筑，体现文化品位。这样，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的桥梁融为一体，一定会交相

辉映、相得益彰。指挥部的同

志都感到这个构思好。后来我

又同黄智权同志商量此事，他

也赞成。

大桥项目建设指挥部的

同志立即着手拟订方案。主持

设计的是南昌大学东方艺术学

院的一位教授和深圳的一位雕

塑家。用猫做大型雕塑当时还

没有。他们查找古籍，发现历

史上猫曾是瑞兽，名为“发财

猫”。我国现存最早的“发财

猫”是唐代的，其艺术造型为

举左手招“财”，举右手招福，

至今粤闽等地有的地方还保持

着唐代崇尚“发财猫”的民俗。

过了几个月，我又去察看大桥

建设，胡柏龄把设计方案给我

看。他说，这对猫没有采取写

实的办法设计，参考了江西新

干出土的青铜虎的表现手法，

艺术上更好处理一些。我对方

案总的感觉可以，没有提什么

具体意见，只是交代他们，在

设计中注意体现坚持发展、讲

求效益、注重生态平衡的观念，

更好地反映发展是硬道理的思

想。设计师根据我的想法，又

在细节上作了一些完善。记得

后来不久，我在指挥部还看过

一次用石膏做的小样，没有描

色彩，分不出哪只是黑猫，哪

只是白猫，我觉得设计得很好，

请他们再征求一下专家们的意

见。后来指挥部还用玻璃钢做

了一比一的大样送审，那时我

已不在江西工作了。听说在

“双猫”构思过程中还有一些

饶有趣味的争议，像究竟是让

白猫捉到老鼠还是让黑猫捉住

老鼠，设计的同志考虑到黑白

两种材料不同的视觉效果，同

时每座雕塑要整块石材不搞拼

接，结果设计成黑猫抓住了老

鼠。据说以后为此还引起过一

场争论。

“文革”期间，小平同志

受到错误批判，曾在江西新

建县下放劳动三年多。有人

说他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

在那期间酝酿的。对这种说法

我不敢妄加揣测。新建县正好

在八一大桥的北岸。矗立在新

八一大桥南岸的这对巨猫，也

可以作为对小平同志的一种纪

念吧。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对猫雕还将不断激起后人对

“黑猫白猫”说法的更多遐

想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