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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桥昔日的牲畜交易市场，人山人海十分红火热闹（额博提供）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
员、国家一级摄影师）

人在牛桥上找卖主，也大有学问。

后草地进城办事的牧民，往往顺手

牵两匹马，到牛桥卖掉后便进城里下馆

子、购物。有经验的桥牙子在红山口即拦

住这些牧民，用蒙古族礼节交换鼻烟壶，

用蒙古语与牧民亲切交谈，会很便宜买下

牧民的牛马，然后牵到扎达盖河边上将牛

马梳洗打扮一番，就能卖个好价钱。有的

桥牙子专跑达茂旗、四子王旗挑瘦弱的牛

马买，牵回自己的棚圈里喂上细料，一个

月就能把瘦马喂养得膘肥体壮，再把鬃毛

修剪一下，用水将毛刷得油光锃亮，一出

手就能翻一番的价。这和今天广州的车贩

做翻新车差不多。牛桥的牲口牙子们讨价

还价不能明说，统一用袖筒语交易。

1959年8月，呼和浩特下了一场百年

不遇的特大暴雨。大青山的洪水汹涌而

下，上游冲下来的树木，残垣杂物将牛桥

的三孔洞堵死，洪水顷刻间漫出河沿，淹

没了半个回民区。当年旧城北门刚被拆

掉，洪水毫无阻挡，无情地涌进旧城大北

街，将沿街多家百年老店冲毁，其中就有

呼和浩特最早的“豫芳照相馆”。同时，

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牛桥被冲垮，桥的巨

大石雕构件被冲到几里外扎达盖河畔的乃

莫其召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

际，呼和浩特市在扎达盖河的天主教堂

下，建起了一座汉白玉雕栏的新牛桥，并

在扎达盖河西岸开辟了宠物鸽鸟交易市

场，形成特色一条街。如今，牛桥已成为

首府市民思古怀旧、玩鸟赏鸽，休闲娱乐

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