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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学无涯丛书》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编
写的一套综合知识丛书。主要供中学生课外阅读。

为了更好的适应中学生读者的阅读口味，增强他们的阅
读兴趣，保持《学无涯丛书》生命力，我们即时对这套书进行了
修订。修订版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调整丛书册数。对原来８０册一套的《学无涯丛书》进
行了分类整合，删去了一些专业性太强，不适合中学阶段阅读
的篇章，调整为现在的２０册一套。

二、订正数据。对丛书中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核
实，对过时的数据进行了更新，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时代
性。

三、丰富内容。增加了一个知识链接板块，插入了大量图
片。

《学无涯丛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中学生朋友的关
注，这是鼓励我们不断努力、追求完美的巨大动力，欢迎大家
对修订版《学无涯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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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的是知识的扩展性要

与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学生以学习为主，他们要扩大自

己的知识面，只能有选择性的博览群书。在浩瀚的知识海洋

中，选择最适合他们读的书。那么什么样的图书才适合青少

年阅读呢？什么样的图书才称得上是好书呢？什么样的课外

读物才能更好的辅助课堂教学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

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一方面好的课外读物应该是对课堂内知

识的补充，它是课堂的外延；另一方面要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

素质，让他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架

起由学校通往社会的桥梁。

本着为中学生提供精品读物的原则，我们根据他们的认

知特点编纂了这套《学无崖丛书》。本套丛书共２０本，内容丰

富，知识面广，涉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文积累，如：名人、名画、

名曲……最动人的自然景观，如：名川、名花、名山……丛书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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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优美，通俗易懂，并配有大量优美的插图配合阅读。是中学

生读者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

出好书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在当前大力提倡素质教

育的环境下应尽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能力有限，

书中难免有瑕疵，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那将是我们最大

的荣幸。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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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篇

五亭桥

五亭桥位于江苏省扬州的瘦西湖畔，是瘦西湖的标志之
一，因其桥上建有五亭而得名。又因建筑于莲花堤上，形状像
一朵盛开的莲花，故又称莲花桥。它是一座风格独特的石拱
桥，也是中国风景名胜中独一无二的景观。

清朝乾隆二十二年( 公元 1757 年) ，当时扬州的巡盐御
史高恒，迎奉乾隆皇帝到扬州，为了讨皇帝欢心，特雇请能工
巧匠设计建造这座“上置五亭，下列四翼，洞正侧凡十有五”
的风格特殊的石拱桥。

建桥之初，高恒本想借鉴北京北海之景的形态建造，欲将
北京北海大桥、五龙亭和白塔三景集于一处。五龙亭五亭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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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而建，可是瘦西湖太窄，没有北海水面开阔，无法将五龙亭
依样兴建，工匠别出心裁，构思巧妙的将亭与桥合而为一，形
成“亭桥”，分之为五亭，群聚于一桥之上，亭与亭之间以廊连
接，形成完整的屋面。

在这座长达 55 米的石拱桥二三丈宽的桥身上，矗立着五
座亭子。桥与亭巧妙的和谐配置。中间一亭最高，为“重檐
四角攒尖亭”建筑式，南北各二亭分列四翼，互相对称，拱衬
出主亭，均为“单檐攒尖亭”。

五亭都是黄瓦、青脊、朱柱、白栏，飞檐下画栋雕梁，卷角
飞甍，彩绘典丽，金碧辉煌。亭内天花板上有彩绘藻井，周围
石栏的柱端皆有雕凿精巧的狮形，桥下有由大青石砌成的四
翼，分置 15 个卷洞，洞洞相通，皆能行船。造桥者将桥身建成
由三种共 15 个不同的卷洞联系，而形成空灵的拱卷形，桥正
中的桥孔最大，跨度为 7． 13 米，呈大的半圆形，直贯东西。两
旁的 12 个桥孔亦呈小的半圆形，布置在桥础三面，可通南北，
桥阶洞则为贯通东西的扇形。拱脚两侧各以三面有小半圆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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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墩台。由正面望去，连同倒影，形成大小不一、形状各殊的
5 个桥孔，石桥平面为工字形，在直线的转角中安置了曲线的
桥洞，桥与亭自然就配置和谐了。桥基雄威，桥亭秀美，整体
造型纤巧、比例适当，集稳重大方与玲珑剔透于一体。

五亭桥造型和结构，在工程技术上是比较复杂的，在保存
下来的古桥中，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后人把桥基比成北方威
武的勇士，而把桥亭比做南方秀美的少女，是力与美、壮与秀
的和谐。建筑风格精巧的将园林设计和桥梁工程结合。特点
是阴柔阳刚、南秀北雄。成为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

如果以一个婀娜多姿的窈窕淑女来形容瘦西湖，那么五
亭桥就像一条五朵莲花组成的腰带，紧束着瘦美人的腰肢，更
显出迷人的风姿。

每当满月之夜，各个卷洞都衔一水月，众月争辉，在银光
荡漾的美景，泛舟穿梭于桥洞间，别具情趣，令人心醉不已。

瘦西湖
瘦西湖位于江苏扬州市西郊，六朝以来，即为风景胜地，

原名炮山河，一名保障河，清乾隆时，因绕长春岭而北，又称
长春湖。因湖身曲长，两岸花木疏秀，风景纤丽，与杭州西湖
相比，另有一种清瘦秀丽的特色，故称瘦西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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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桥

安平桥位于福建晋江市的安海镇，离泉州城大约 30 千
米。安海古称安平，因此，此桥又称“安平桥”，由于桥长有五
华里( 即 2． 5 千米) 人们便称它为“五里桥”; 位于安海镇西
畔，俗称“西桥”。是国家第一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之一。

安平桥为石头结构，是用花岗岩和沙石构筑的梁式石桥，
横跨于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两重镇的海滩，始建于南宋绍兴八
年( 公元 1138年) ，前后历经 13 年告成，后经明清两代均有修
缮，现为国家拨款依旧重修保留原状，闻名天下。据《晋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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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记载:“晋江、南安之界，旧日以舟渡，宋绍兴八年，僧祖派始
筑石桥未就，二十一年来赵令衿成之，釃水三百六十二道( 即分
水道为三百六十二孔) ，长八百十有一丈，宽一丈六尺……”目
前修缮后桥全长为 2 070 米，桥面宽 3 ～ 3． 6 米，以巨型石板铺
架桥面，两侧设有栏杆。桥板又阔又厚，最长者可达十余米，每
间用板石七八条，皆是坚实的花岗岩石。而这些桥板石从哪里
开采而来的，应该是泉州府附近的石窟，但需要用水运。据说
有私家族谱记载，这样的巨石，多是咫尺相望的金门岛开采海
运而来的。桥墩筑法，用长条石和方形石横纵叠砌，呈四方形、
单边船形、双边船形三种形式，尚存 331 座，状如长虹，为中古
时代世界上最长的梁式石桥，故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美赞。
此外，长桥的两旁，还置有形式古朴的石塔和石雕佛像，其栏杆
柱头还雕刻着惟妙惟肖的雌雄石狮与护桥将军石像，以夸张的
手法，雕刻表现得非常别致，皆为南来的代表作。

安平桥上面的东、西、中部分别置有五座“憩享”，以供人
休息，并配有菩萨像。两翼水中筑有对称方形石塔四座，圆形
翠堵婆塔一座，塔身雕刻佛祖，面相丰满慈善。中亭二尊护桥
将军，躯高 1． 59 ～ 1． 68 米，头戴盔，身着甲，手执剑，雕刻形象
威武，这都是宋代石雕艺术的精华。

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是继闻名天下的海内第一桥
的洛阳桥( 又名万安桥) ，以工程之艰巨，为世界首创的“筏型
基础”，而产生泉州府地之建桥热，成为泉州“桥梁甲天下”。
安平桥则以长度上被历代所赞誉，以“卧龙“、“巨虹”的壮丽
称号，闻名海内外。在明代被泉州人称为“学问最通”陈紫
峰，有一天集诸文人周游安平桥，正遇聚雨，他们都在桥上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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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长桥胜景，随即作对联: “暴雨骤倾万斛珍珠浮水面，长虹
多挂一条金带束天腰。”

在桥头还有一座砖塔和观音堂，塔高达 22 米，为五层六
角形空心建筑，南宋时所创建。为什么在南宋，晋江的一镇有
这么多资财创建这么伟大的桥梁工程? 据有关史料记载:
“安海镇”于府南六十里，古名“湾海”，宋初始改为“安”，曰
“安海市”，西曰“新市”，东曰“旧市”。海泊至，州遣吏攫税
于此，号“石开津”;又据明代编号的《安海志》称，古时安海人
善于漂洋过海发展海上贸易，宋元时期，商则襟带江湖，足迹
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
无所不到……这都说明宋时安海海外通商之繁荣景况，安平
桥之兴更是当时海外交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的实物标志。
同时也看出泉州劳动人民的建筑智慧。

自南宋建桥以来，虽经十余次的重修，但旧的不断破损，
桥板断折，桥墩倒塌、倾斜。1980 年国家拨出专款进行全面
修复，1985 年 5 月工程竣工。安平桥恢复了历史的面貌。

安平桥规模之宏伟，工程之浩大，结构之壮美，展现了中
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

晋江简况
晋江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晋江下游南岸，倚山临海，

东北临泉州湾，东接石狮市，东南濒临台湾海峡，与台湾省隔
海相望，西及西北与南安市接壤，比与泉州市区毗连，土地面
积 649． 32 平方千米，现辖 15 个镇，1997 年底，全市人口
99． 4643万人，其中除丁氏回族 1． 8 万人和满族近千人外，均
为汉族，通用闽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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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

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位于河北赵县城南，横跨洨河，又名安
济桥，建于隋大业( 公元 605—618 年) 年间，是著名匠师李春
建造。桥长 64． 40 米，跨径 37． 02 米，是当今世界上跨径最
大、建造最早的单孔敞肩型石拱桥。因桥两端肩部各有二个
小孔，不是实的，故称敞肩型，这是世界造桥史的一个创造
( 没有小拱的称为满肩或实肩型) 。

赵州桥距今已有 1 400 多年的历史，经历了 10 次水灾，8
次战乱和多次地震，特别是 1966 年邢台发生的 7． 6 级地震，
邢台距这里有 40 多千米，这里也有四点几级地震，赵州桥都
没有被破坏，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说，先不管桥的内部结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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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它能够存在这么多年就说明了一切。1963 年的水灾大
水淹到桥拱的龙嘴处，据当地的老人说，站在桥上都能感觉桥
身很大的晃动。

据记载，赵州桥自建成至今共修缮 8 次。在主拱券的上
边两端又各加设了两个小拱，一是可节省材料，二是减少桥身
自重( 减少自重 15% ) ，而且能增加桥下河水的泄流量。

1979 年 5 月，由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组等四个单位组成联
合调查组，对赵州桥的桥基进行了调查，自重为 2 800 吨的赵
州桥，而它的根基只是有五层石条砌成高 1． 55 米的桥台，直
接建在自然砂石上。

这么浅的桥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先生 1933 年考察时还认为这只是防水流冲刷而用的金刚墙，
而不是承纳桥券全部荷载的基础。他在报告中写道:
“为要实测券基，我们在北面券脚下发掘，但在现在河床

下约 70 ～ 80 厘米，即发现承在券下平置的石壁。石共五层，
共高 1． 58 米，每层较上—层稍出台，下面并无坚实的基础，分
明只是防水流冲刷而用的金刚墙，而非承纳桥券全部荷载的
基础。因再下 30 ～ 40 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
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

为了保护赵州桥，20 世纪末在赵州桥东 100 米处新建的
桥梁，其结构还是沿袭赵州桥，只是主拱上的小拱数量增加到
一边 5 个。

8



世界名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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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介绍
李春，籍贯及生卒年月不详。中国隋代著名的桥梁工

匠，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开创了中国桥梁建造的崭新
局面，为中国桥梁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唐代中书
令张嘉贞为赵州桥所写的“铭文”中有: “赵郡洨河石桥，隋
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故知李春建
造。

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