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肱川全長103km，流域面積1210km2,是縣內最大的一級河流。由秋到冬，在平

靜的晴朗夜晚，大洲盆地低溫的高氣壓流向高溫的伊予灘，隨著氣溫變化，

在肱川特有的地形中生成強烈的陸風，形成早晨冷氣中伴有霧的“肱川嵐”

景象。

“肱川嵐”是秋冬季節，愛媛縣大洲市長濱的肱川河口，於夜間到早晨颳起

伴有霧的冷氣形強風。晴天的早晨，上游的大洲盆地蘊含的冷氣伴著霧沿著

肱川一下子湧出，此景就像帶霧的湖面如豪放奔流的河流，欲把城市吞沒。

河霧流入大海的壯闊景象讓人不禁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

長濱町當地居民們會發佈預告訊息。請務必作

為次日肱川嵐景象出現的參考。

3.驟冷的早晨，大洲盆地流出的冷氣沿肱川而下，形成霧，吹到海上。

1.高氣壓的濕冷空氣由伊予灘逆流入大洲盆地。

2.由伊予灘流動來的空氣在夜間變冷，集聚在盆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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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兵太郎（1884 ∼ 1935），從 30 歲開始至 51 歲去世前，

擔任了 5 屆（21 年零 5 個月）長濱町長。此外，他還在擔

任町長期間當選縣議會議員，參與愛媛縣政 17 年。

長濱大橋投入運營之前曾有段捲入政治紛爭的曲折歷史，

但據說大橋的建成得力於時任縣議會議長的西村。此外，

西村還擁有開通愛媛鐵道、改修完善長濱港、新設上水道、

建設水族館等多項功績，被譽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西

村”。

昭和10年（1935）建成的長濱大橋也遭受了戰爭的殘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大橋遭

美軍格魯曼戰鬥機的攻擊，大橋一時不能開合。機槍掃射後的彈孔痕跡顯示了著當時

槍擊的恐怖。

昭和52年（1977），隨著交通流量增加及區域交通體系的完善，長濱大橋下游建起了全

長 333 米的新長濱大橋。長濱大橋也因此面臨被拆除的情況，在與縣單位進行談判後，

最後舊長濱町順從民意，把橋當作生活道路橋留了下來。

木材集聚地長濱大橋建成前

施工中架起的浮橋　照片提供者：細野房雄氏

用台船移送橋桁　照片提供者：細野房雄氏

開通儀式時初次過橋

停滿船隻的肱川河口

木筏漂流

曾經的長濱大橋

平成12年（2000）改建操作室時更

換了包括發動機在內的可移動裝

置。這個象徵歷史意義裝置現在

保存在長濱交流會館以供展覽。

日本國內近代架設的活動橋中，現在仍可

活動的橋僅有3座，其中2座是鐵道橋，長

濱大橋是唯一一座公路活動橋。

長濱大橋是單側橋桁開合的單葉式開合橋，

橋上裝有名為“平衡錘”重約 82 噸的測錘，

能使 54 噸重的橋桁開合自如。

橋在建成之初被塗成深灰色，戰後被塗成

紅色，當地居民親切稱呼為“紅橋”。如今

沒有大型船隻通行，只在每週一次的定期

檢修時開合。

長濱是藩政時代連接河流舟運和海運的重要據

點而發展的港口城市，肱川河口由於貨物轉運

有許多來往船隻。

連接左右兩岸櫛生村沖浦及長濱町的交通方

式，雖然有以船連接架起的臨時浮橋，但通常

渡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因此，架起連接兩岸

的浮橋是市民們多年的願望。

長濱大橋因連接縣道長濱・川之石（八幡濱市）
縣與長濱・郡中（伊予市）縣，便作為復甦經
濟的公共事業而發展起來。

橋的設計者是屈指可數的橋樑先驅顧問增田

淳，他運用在美國學習的高度設計技術，親自

設計了形式多樣的可活動橋。有關橋的構造，

是在勘測橋的上游木材集聚地（江湖）來往的

船隻通行、地質情況、成本等基礎上，建造橋

桁單側開合的活動橋。架設工程投入建設費用

約28萬日圓（換算成現在價格約為20億日圓），

採潛函（沉箱）法的基礎工程和利用潮位差而

完成的浮橋架設法，彙集了當時技術的精華，

於昭和 10 年（1935）8 月完成。

長濱曾與和歌山縣新宮、秋田縣能代並稱

為日本三大木材集聚地而被熟知。由肱川上

游的阪石等地用木筏運送過來的木材彙集

到江湖，再由木材市場相繼運送出去。

長濱自大正初期以來在西日本的木材界便

占有重要地位，香川、廣島、大分等西日本

各地的木材同行聚集起來進行拍賣，以長濱

的市場價格來標訂西日本的價格。

昭和初期，有一半產量通過商社運往臺灣、

滿洲、  朝鮮半島。  此外，  在日本國內作為

“伊予的小徑木”、被用作建築材料及煤礦

的坑木運往北九洲和宇部。

由於戰後復興，市場蓬勃發展，木材需求增

長，便宜的進口木材逐漸流入國內，該地的

木材產量在昭和 40年代中期減少為最盛時

期的一半以下。再加上大型卡車的普及，河

邊建廠需求漸少，木材工廠陸續轉移，因此

長濱的木材業逐漸衰退，接著大部分的貯

木場江湖也都被填埋，變成了現在長濱中

學的運動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