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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关系全

社会的一件大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强调，为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对中

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日益加快

步伐。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加中小学生的

课外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我们组

织了相关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

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深入浅出。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

性为标准的，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可以说是知识性、可读性

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

关系，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

朋友能够理解，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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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桥梁分类

中国是一个有５０００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伟大国家。我国幅

员辽阔，地形东南低而西北高，河道纵横交错，有著名的长江、黄

河和珠江等流域，这里孕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

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建设了数以千万计的桥梁，成为

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桥梁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曾在东西方桥梁发展

史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为世人所公认。

中国古代桥梁不外梁、浮、索、拱等类型。

第一节　梁桥

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梁桥为钜桥，桥建于商代（公元前

１６世纪—前１１世纪）。周武王伐纣，克商都朝歌（今河北省曲

周县东北），发钜桥头积粟，以赈济贫民。自周代以迄秦汉，中国

多造石柱、木梁桥。

宋代建造为数众多的石墩、石梁桥。２００多年间，仅泉州一

地，见于古籍的桥梁就有１１０座，其中名桥１０座。如安平桥，有

３６２孔，桥长５里（２２２３米），故又名五里桥（现桥长２１００米），保

持了７００余年的桥长记录。桥始建于宋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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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年），历时１３年。

又如泉州万安桥，俗称洛阳桥，共有４７孔，建于洛阳江入海

口，桥总长约８９０米，桥宽３．７米。桥始建于宋皇佑五年（１０５３

年），完成于宋嘉裕四年（１０５９年）。两桥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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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江东桥的石梁最为巨大。该桥于宋嘉熙元年

（１２３７年）由木梁桥改为石梁桥，计有１５孔，每孔三片石梁。石

桥现存５孔，其中最大的石梁长２３．７米，宽１．７米，高１．９米，

重量达２００吨。这样巨大的石梁，在没有重型起重设备的古时，

其采、运、安装等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

不论木梁或石梁，为了加长桥跨，采用了多层并列梁，由下

向上逐层外挑的方法，以支承中部的简支梁。在当时石梁称为

叠涩；木梁称飞桥或称握桥，即为伸臂梁桥。木伸臂梁在公元４

世纪时已有记载。石桥叠涩，出檐不远；木桥伸臂达到２０米。

现存清代重修的甘肃文县阴平桥为单孔木伸臂桥，桥跨达６０余

米，桥上建有桥屋。

木梁桥上一般建有桥屋或桥廊，侗族风雨桥就是一种桥屋。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程阳永济桥，是一座４孔５墩的木伸臂

桥屋，全长６４４米，建于１９１６年，５座墩台上均有桥亭，用桥廊

把桥亭相互贯通。桥亭起着重力平衡作用，把装饰与功能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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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在一起。

梁桥外形平直，古时称为平桥。把木头或石梁架设在沟谷

的两岸，就成了梁桥。梁桥的构造最简单，出现也最早。

早在原始社会时，我国就有了独木桥和数根圆木排拼而成

的木梁桥。战国时期，单跨和多跨的木、石梁桥已普遍在黄河流

域及其他地区建造。１９７２年对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国都山东临

淄的挖探中，首次发现了梁桥的遗址和桥台遗迹，两处桥梁的跨

径均在８米左右。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录了在山西汾水上有座有三十柱，

柱径５尺的木柱木梁桥，桥始建于春秋晋平公，是见于古书记载

的最早的一座梁桥。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时的苏秦

对燕王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尾生的鲁国人，与一位女子相

约在桥下见面，女子没有来，尾生为了表示不失信约，水涨上来

也不走，抱着梁柱而死。相传尾生抱着桥下木柱墩而死的桥梁，

就在陕西省蓝田县东南五十里的蓝峪水上，是座多跨木梁木柱

桥，称为蓝桥。

闻名中外的渭水三桥———中渭、东渭和西渭桥，坐落在咸阳

故城附近的渭河上，是三座多跨木梁木柱桥。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中渭桥全长约合５２５米，宽约

１３．８米，接近南京长江大桥汽车道宽度；它由７５０根木柱桩组

成了６７个桥墩，６８个桥孔，平均每孔跨径７．７２米，中间桥孔跨

径达９米；在木柱桩群上加盖顶横梁组成排架墩，再在排架上搁

置大木梁，然后铺上木桥面，桥两侧设雕花木栏杆。中间桥孔高

而大，两边桥孔低而小，呈八字形，既能使高大楼船顺利通过，又

可以迅速排除桥面雨水，防止腐朽。两端桥堍上竖立着华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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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妖石件、石灯柱等，作示标、照明之用。

这座桥始建于战国时的秦昭王，秦始皇时又作了改建和加

固。修桥是为了把渭河南面的兴（长）乐宫和北面的咸阳宫联系

在一起，用渭河象征天上银河，架桥南渡以效法牵牛星座，以显

赫天子的超凡。

到了汉朝，又重修了中渭桥，增建了东渭桥和西渭桥。刘邦

死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诛除诸吕，并率领群臣在中渭桥迎候

代王刘恒（汉文帝）入长安即位。汉将李广利出兵匈奴时，丞相

刘屈氂为他祖道送行，至渭桥而别。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

朝汉时，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在渭桥下列队相迎，汉宣帝登上

渭桥时，人们高呼万岁。

东汉末年董卓入关时焚毁了中渭桥，魏文帝曹丕修复了它。

唐武德末年（６２６年）突厥颉利可汗寇泾州进至西渭桥的北面，

唐太宗李世民出玄武门到了桥的南面，隔着渭水与颉利交谈，并

结盟于西渭桥上。由此可知，在汉唐时代，渭水三桥是送往迎来

的重要交际场所。

咸阳地区文管会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发掘了唐朝东渭桥的

遗址。该桥坐落在今天渭河耿镇公社周家大桥，桥宽约２０米，

桥梁基础由青石砌成。青石一般长１米，宽０．５米，厚０．２米。

青石之间有用铁水浇铸的铁栓板相连，石缝中灌以铁水，石头之

间打有松木桩，规模之大，施工之精细，在古桥梁史上是罕见的。

《唐六典》说：天下石柱桥有四座，河南洛阳的天津桥、永济

桥和中桥，西安的灞桥。灞桥位于西安东北二十里的灞水上，是

一座石柱墩木梁桥。自汉朝建桥后，两千年间一直是长安与潼

关以东的交通咽喉，又是古人折柳送别的所在，所以李白《忆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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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词写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灞桥千百年来屡毁屡建，直到清朝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花

了九个月才建成了今天的多跨梁桥。桥长近４００米，６７孔，每

孔净跨６米左右，桥宽约７米。桥墩由六根石柱组成；每根石柱

用四层石磙叠砌，底部用石盘承托，石盘下打了十一根柏木梅花

形桩；六根石柱顶端盖上一根石梁，把六根石柱合成一体，形成

了今天所说的石排架墩，是桥梁史上最早的一种轻型墩。又在

桥墩之间和桥墩上下游各４米宽的河床内筑有厚约１米的白灰

三合土护底铺砌，以防止冲刷桥基。

１９５７年将它改建为公路桥时，曾对桥墩、桥基进行了科学

鉴定，发现桩木未朽，石墩牢固，河床护底完整无损，可以承受

６０吨坦克或载重卡车的荷载，高超的造桥技艺令人惊叹。因此

当时仅将老桥的木梁石板桥面改换成钢筋混凝土板梁，古桥就

成了现代的公路桥。旧灞桥古为今用，独具一格。

到了北宋时，战胜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当时福建泉州

地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泉州湾等港区，帆樯林立，百舸争流；市

集上中外商民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处于泉州湾洛阳江口上的

渡口（万安渡），因水阔五里，上接大溪，每当风潮交加，便无法渡

过，急需把它改建成不受潮汐影响的石桥。但又苦于海潮汹涌，

无法施工。

相传当时的泉州太守蔡襄给海神写了一封求助信，派了一

名叫下得海的公差前去投递。下得海随着涨潮入海送信，潮落

而归，得了仅有一个“醋”字的复信。蔡襄看信后领悟其意，说

“海神令我在八月二十一日酉时动工造桥”。到了那一天，果然

海潮退落，经过八昼夜的紧张创建，终于使万安桥屹立在洛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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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的喇叭口上。

万安桥又名洛阳桥，是我国第一座濒临海湾的大石桥。它

始建于宋皇祐五年（１０５３年），实际上花了六年零八个月。桥长

３６０丈，宽１．５丈，有４７个桥孔的长石梁桥，共花费了１４００万

文。造桥时，首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满抛大石块，形成一条横

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估计这条石堤长５００余米，

宽２５米左右，高３米以上。这种桥基的开创，是建桥史上的重

大突破，现代称它为“筏形基础”。

然后再在矮石堤上，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砌筑桥墩。为

了使桥基或桥墩的石块连成一体，不能沿用以前用腰铁或铸铁

水来联结的办法，因为铸铁件很快会被海水腐蚀。而在石堤附

近的海面上散置贝壳类软体动物———牡蛎，利用它附生在岩礁

或别的牡蛎壳上的特点，把松动、散置的石块、条石胶聚成一体。

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别开生面、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此，不准在

万安桥附近捕捉牡蛎就成了历代沿用的一条法律。

最后，又利用潮水的涨落，把重达７～８吨的石梁一根接一

根地架设到桥墩上，把桥建成。因此，万安桥也开创了浮运架梁

的记录，直到今天，浮运架梁仍是建造现代桥梁的好方法，不同

的是机械设备现代化了，浮运重量提高了成百倍。

“闽中桥梁甲天下”。这是对南宋时闽中地区大量建造石梁

石墩桥的真实写照。由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南宋政治中

心又南迁临安（今杭州），万安桥的建成为大量建造滨海长大石

梁桥提供了技术与桥工等，所以南宋时，闽中地区大量建造石梁

石墩桥。仅《泉州府志》中就记载了一百十座，其中五里以上的

长桥有四、五座。特别是在绍兴年间（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每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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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一华里以上的石梁桥，为建桥史上所罕见。

这个时期所建的石梁石墩桥无论在长度、跨度、重量、建造

速度、施工技术、桥型和桥梁基础等方面都达到了崭新的水平，

在中外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仅以安平桥和虎渡桥为例：安平桥俗称五里西桥，坐落在晋

江县安海公社。始建于宋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年），花了十四年才建

成，总长８１１丈，五华里多，３６２孔，为世界上少见的古长桥，誉

为“天下无桥长此桥”。据《安平志》记载，因桥太长，建桥时就在

桥上造了五座亭子，以便行人少憩。而且一桥分属两县，桥中

“水心亭”作为晋江县和南安县的分界。

在郑州黄河大铁桥于１９０５年建成以前的七、八百年中，安

平桥一直是我国最长的桥梁。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０年开始又拨巨款作全面修缮。

１２４０年建成的虎渡桥，又名江东桥，位于漳州市东四十里

的柳营江（九龙江）上，现桥长２８５米，２５孔，桥高约１５米，１９３３

年起已利用旧桥墩桥基改建为公路桥。它采用了悬挑四层的石

墩以增大桥下净孔，最大的石梁长２３．７米，宽１．７米，高１．９

米，重达２０７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梁桥。即使在今天的技术条

件下，要开采、运输、架设如此巨大的石梁，也是十分困难的。至

于七百多年前人们是如何建成虎渡桥的，至今还是个谜。

江南水乡的石梁石墩桥，为了便利于舟船通航，常常做成中

孔高大、边孔低小的八字式或台阶式，两边桥头还砌有几级台阶

踏步以便行人上桥。

在绍兴至杭州的运河边还有一种纤道桥，桥不是跨河而是

与河流平行，是为了纤夫顶着刺骨的西北风拉纤运粮，当时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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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低沉悲愤。绍兴城东的八字桥是座宋代城市石梁桥，布局

巧妙，东西两端运用不同的落坡以适应地形地物，既保证了水陆

交通和拉纤过桥，在建造中又可以不拆除房屋，适应街道走向。

有些古石梁桥在桥下设闸或在桥上设渠道，使一桥多用。

据说浙江钱塘县的石涵桥闸为唐朝李泌所建，白居易在《钱

塘湖石涵记》中说，由于北面有石涵桥闸，南有笕决湖，每一寸厚

的蓄水可灌溉农田十五顷（近１５００亩），一昼夜可灌溉五十余

顷，真是“涵开涵闭管年丰”，可见石涵桥闸作用之大。

当河谷宽度超过１０米，中间又不便砌筑桥墩时，石木简支

梁桥就难以胜任了，为增大木梁桥的跨度，古人创建了伸臂木梁

桥。它采用圆木或方木纵横相隔叠起，由岸边或桥墩上层层向

河谷中心挑出，犹如古建筑中的层层斗拱。

伸臂木梁桥起源于公元４世纪以前，记载中的第一座桥建

在甘肃与新疆交界地区被称作段国的地方，当地人称它为“河

厉”。它层层挑出的外形，如鸟展翅，加上桥中间一般无墩，故又

称飞桥。从古至今，它遍布于西北、西南各省和广西、湖南、福

建、浙江等省木材比较丰富的地区，一孔的最大跨度达３３米。

桥上有桥屋或桥廊，屋廊内有彩画、佛座仙像，桥景似花，所以又

称它为花桥或大花桥，逢年过节花桥又成了人们娱乐、庙会、赶

集的场所。

广西三江程阳桥是一座四跨石墩伸臂木梁桥，坐落在侗族

自治县林溪河上，为侗族地区特有的风雨桥，建于１９１６年，全长

６４．４米，宽３．４米，高１６米。五个墩台上各有民族形式的宝塔

形、宫殿型桥亭，桥亭檐层层向上，如翼如飞，亭与亭之间以廊相

接，亭廊的板壁上，有许多侗族图案的雕刻。整座桥均由三江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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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杉木制成，最大杉木头径达５３厘米；构件间的连接没有一

颗钉和铁件，全部用榫结合或竹木梢。桥墩上木梁支座处运用

杠杆原理将桥跨中负载分三次逐层传递到桥墩上，桥亭为桥梁

增添了彩色，不仅是行人憩息躲雨纳凉的雅所，起着防止木梁、

木桥面受雨腐蚀的作用，而且能镇压住木梁支座，达到重力

平衡。

由此可见我国侗族人民心灵手巧、智慧非凡。程阳桥已被

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像程阳桥的桥亭那样，

把功能与装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事例，在我国古代桥梁中还

有不少，这是我国桥梁艺术的一大特色。

伸臂木梁桥的挑出层次总是有限的，一般不超过四、五层

次。同时施工费工费料，刚度差，变形较大，难以跨越２０米以上

的河谷和承受较大的荷重。

湖南醴陵的渌江桥，始建于宋宝祐年间（１２５３－１２５８年），

它用五层挑梁，在第四层挑梁处加了斜木撑，跨度近２０米，是伸

臂木梁与撑架相结合的桥型。由此，再发展到木撑架桥以及木

拱桥。浙江泰顺县的仙居桥，就是撑架与拱式相结合的木桥，建

于清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年）九月。全长４１．４米，净跨３５米，宽

５．３米，高１２．７米。这种被当地人称为“蜈蚣桥”的木桥，在泰

顺县有几十座，最大的“三滩桥”，净跨达４２米。

最古的“叶树阳桥”建于明景泰五年（１４５４年），１９６５年拆

除，改建成石拱桥，存在了五百一十一年。据１９８０年的实地调

查，这种桥型在浙江云和、庆元、龙泉等县，福建东北的政和、屏

南、寿宁、祐荣、宁德等县还有不少，并多出于福建巧匠之手。

木桥除悬臂梁式桥外，多数都是梁桥，但有一种特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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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拱的木桥，称叠梁拱桥。最早最优美的叠梁拱桥可见于北宋

末（１１、１２世纪之交）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上的汴梁虹桥，

以桥形如拱为显著特点。

全桥由两组宽约０．４米的纵向巨木拱骨交搭而成，每组横

向（沿桥宽方向）１０道，每道纵向４根。两组拱骨互相交错，即

某组拱骨的中点互为另一组拱骨的端点，在此组的各端点下与

彼组的各中点上插入横向梁木，再用铁箍箍紧，互相固济，全体

形成拱形。依图示人物的比例估计，此桥净跨约２０米，矢高约

５米，桥宽约８米。

栏杆和封护板在接近桥头处随桥面垫土呈反曲状，与隋赵

县安济桥手法一致，也是中国桥梁较通行的做法。既便于与两

岸相接，也是凸曲的桥面与陆地的适当过渡，在实用和造型上都

同具意义。汴梁虹桥除卓越而超常的结构构想外，最值得称道

的艺术成就乃在于完全暴露结构。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巧妙机理

同时也就是富于图案意味的造型要素，设计者显然是在向人们

骄傲地显示自己的杰出才思。

叠梁拱桥与悬臂梁桥都是木结构，桥下无柱，都以多根大木

并排横联构成，结构本身都呈拱形，所以二者很可能有发展的渊

源关系。实际上，前者正是由后者发展来的。明清时叠梁拱结

构仍在使用，有些且与悬臂式结构共存，如甘肃渭源灞凌桥，是

这一推论的最佳证明。

灞凌桥在渭源城南渭河上，始建于明洪武间（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年），全长约４０米，从两岸向中央以悬臂梁四次伸出，至中央改

为叠梁拱，飞越１２米。叠梁拱的两组梁各三折，此组梁的端点

坐落在彼组梁的梁背，与虹桥结构显然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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