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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斯序温故，故知有天下赵州故事，道是"平常心是道，本分事接人。"赵州桥就有个特

点，坦拱。 人从远处来，走到近前甚至过桥而去，如果不从侧面看的话，桥梁不张不显，

不觉得其伟岸，很是平常。 赵州桥还有个特点，敞肩，或说是空撞券。 即使水漫金山，

到了桥头穿流而过，桥与洪水不顶不争，自自然然靠本事化解了一次次危机，这就是赵

州桥的大慈悲与大智慧。 如今盛世修志 只为这大慈悲与大智慧。

赵州，一指地名，即现今的河北赵县，二指赵州和尚，德号"从讼"其语录中记载，

有僧问赵州"如何是佛法?"赵州和尚回复三个字"赵州桥。"僧人再问"如何是赵州

桥?"赵州和尚答曰"度驴度马。"一座桥的可贵之处也是其最为平常之道即是"度"或

曰"渡" 。 在老和尚眼里真正的禅者犹如城外那座赵州桥默默无语地为南来北往的

车马行人服务。 没有戚戚怨声，也没有烁烁炫言，负道而伏，让大地上的众生经由自己

这座桥走过去，从此岸到达彼岸 。 历史上赵州桥正当中国华北地区南北通衡和东西水陆

之要冲，一千四百多年来正是凭借平常之心，使这座大石桥成为慈悲之桥:渡之以过去，

登桥俯视可鉴水如镜，过舟仰观则历历在目;渡之以将来，展望平畴沃野，引思进退之

忧，常怀浩然寥廓。 君不见赵州桥的古今碑铭石刻与朝野诗文中 玲然去而复来的兴观

群怨"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吗?此其志趣，亦本志旨趣也。

赵州桥更是智慧之桥 隋匠李春等集古代石构建造技术之大成创设敞肩坦拱的大

跨结构，以其超绝旷古的本分事，千百年来不馁不堕地接人、接物、接水、接风，直至

近代以来方因梁思成等建筑家的考证才传扬世界。 至今关于赵州桥的建造起始情况和

建造人物的历史资料寥寥无几 对其修建过程以及桥台基础等结构的认知还处于朦胧状

态，还有许多奥秘有待探索。 如此巨构，以平常之桥成就非常之业，以本分之桥造就旷

世之功，丰功伟绩昭然可书。 本《赵州桥志》共十五章，全面系统汇集了赵州桥的古今文

献信息与最新研究成果，虽挂一漏万，但可尽窥全豹。 这里有千年故事，有正野春秋，

有凿空绝技，有雕工美图，有绝配之隐秘，有天机之不泄，罄其平常本事和度禅智慧，

此谓天下赵州也。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关于赵州桥的文章书籍叠次不休，尤其近 20 年有关赵州桥

的旧事重研、新事深究更是不绝如缕 实有待全面汇编以反映近 20 年间取得的进展和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赵州桥志

新成果，所以《赵州桥志》之编修当为古桥保护之大事，意义厚重深远。 首先，新志古桥，

明鉴赵州桥之本末源流，以承续中华桥梁文化之道统，此乃众多志士之心愿。 何方志士

能有如此心志、勇于担当呢?

赵县李晋栓，大专文化，任文博馆员，燕赵真志士也。 自 1973 年起，李晋栓即供职

于赵县文物旅游局，凡四十余年痴心赵州桥保护研究事业，且细水长流、销妹积累了许

多珍贵资料，尤其近十几年的成果颇为丰硕。 曾发表《赵州桥的科学价值》 、 《赵州桥基础

勘探获新成果》 、 《试谈赵州桥的建造年代》 、 《 中国古代敞肩拱桥初探》等论文，与黄梦

平合著《中国赵州桥》一书，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赵县文物旅游局冯才钧局长

和郑永军副局长的领导和支持下，于 2014 年底终于鬼集初稿，复经多次修改，编篡出这

一部集大成之《赵州桥志} ，值此盛世，修史恢宏，真是志心可嘉，令人感佩!

斯序知新，故知有真名士者，其平常心和本分事当为兴废继绝之志，志在大慈悲，

志在大智慧。 所以，其次，古桥新志，志在疏史证义，求真求实，渡过去之伟绩，还历

史之本来面目，使赵州桥不仅立于世间还要立于人心，即为大慈悲;而能以史为鉴，与

时俱进，使赵州桥不仅立于现在还要立于未来，故而相递擅之新机，渡未来之宏图，敷

杰构以重光，增华夏以自信，即为大智慧。 桥梁者，慈悲为广，智慧通长，这里有文图

并茂，有情操奋斗，这里有自告首穷经，有彩虹追月，这里有屡扬道义，有志在悠远，此

谓桥梁赵州也。

兹受《赵州桥志》编篡委员会所嘱，不揣冒昧以为《赵州桥志》序，并《题新编赵州桥

志》一诗以为纪念:

题海跋山道是桥，凿空博望赋凌霄 。 坦然龙脊书行马，安济虹梁笔占整 。

隋创 敞肩 空撞券，神工弯月 玉妖娩。 二十八道星辰曲，曲曲丰碑立千朝 。

王锐英

'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凡 l 例

一、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力争资料选取、体例结构、语言表述具有真实性、科学性。

二、本志采用志书体例，以志、记、述为主，图、表、录、照片、拓片辅之，多种

题材并用。 力求体例完整、文表结合、图文并茂。

三、 结构形式采用章、节、目三级立篇，除序言、概述、大事记外，立概况、建筑

结构特点、重要价值、建桥史上的不朽业绩、历代修缮、科学研究、金石、诗文、书画、

民间故事传说、管理机构、赵州桥景区、人物、文存、实测图十五章。

四、上限自隋代开皇十一年(公元 591 年)建桥始，下限i乞于成稿之日 。

五、坚持史志编篡惯例，人物生不立传。 历史传记主要记述造桥、修缮、保护、宣

传石桥有贡献者。 以本县籍为主，兼收客籍人物。

六、书中历代纪元年号后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七、书中引文(资料、文章) ，一般于文内注明作者或出处;拟或于文后标明参考书

目，根据需要灵活掌握运用。

八、资料来源主要取自文物档案、地方史志、史籍文献以及作者多年考察、发现、

科研、积累的资料。

九、金石部分的内容以碑刻或拓片为准，文字采用简体字。

十、文存部分均按作者原文刊登，以尊重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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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赵州桥，正名安济桥，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城南 2.5 公里处的

大石桥村，南北横跨泣河之上。 由隋代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建造，距今已

有 1400 多年的历史(李春画像见图 1-0-1) 。

赵州桥首创世界上空腹(敞肩)式单孔圆弧石拱桥，自古即为"天下之

雄胜"、"奇巧固护，甲于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桥"、"桥梁鼻祖" 。 桥全

长 64.4米(明代重修后桥长 50.82 米) ，主拱由 28 道拱券纵向并列砌筑而

成，净跨 37.02 米，拱脚宽 9.6 米，拱顶宽 9 米，拱腹线半径 27丑米，拱中心

夹角 85
0

20'33" ，净拱矢 7刀 米，桥高 8.65 米，占地 618.24 平方米。

1961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公布赵县安济桥(大石桥)为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1 年 9 月 4 日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命名赵州

桥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并赠送铜牌和竖立纪念碑。 同日，中国

土木工程师学会在赵州桥树立石碑，碑文称:世界著名古石桥赵州桥隋

朝匠人李春建于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元年(公元 595一ω5 年) ，世界现

存最早跨度最大的空腹式单孔敞肩圆弧石拱桥。

第-~ 他 S室温位和自鼓抹咣

一、地理区位

图 1-0-1 李春 孟琐辛绘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县城南 2.5 公里的大石桥村，南、北横跨夜河之上，北距 308 国道

(安济大道) l.2 公里。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
0

10' ，北纬 37
0

40' ，海拔约 40 米 。

赵县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县城距省会石家庄市 42 公里。 东与晋州市交界，南与宁晋、柏乡 、高邑县相

连，西与元氏县毗邻，北与石家庄市荣城区、囊城市接壤。 总面积 675 平方公里。 赵县具有良好的区位优

势，西临京广铁路，北靠石德铁路，距石家庄民航机场 60 公里;G4(京港澳高速公路)、 G20( 青银高速公

路)、308 国道贯穿全境，交通十分便捷。

二、自然环境

赵州桥所在地赵县地貌属太行山中段山前洪积、冲积扇平原，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地势开阔平坦。 属

东部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区温暖带半湿润地区，一年四季分明 : 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温和凉

爽，冬季寒冷干枯。 春秋两季时间短，夏冬两季时间长，年平均气温 12.7"C ，最高日气温 42.0"C ( 1963 年 6

月 26 日) ，最低日气温-25 .4"C (1962 年 2 月 22 日) 。

赵县位于中纬度地区，晴朗天气多，光照充足。 历年平均日照时数却∞.8 小时，日照率为 58%-59% ，太阳

总辐射量 129.825 千卡/平方厘米。 四季(春、夏、秋、冬)的辐射量分别为 41.351 千卡/平方厘米、39.863 千卡/平

方厘米、27.756 千卡/平方厘米、20.856 千卡/平方厘米，分别占总辐射量的 31.99毛、30.7% 、2 1.4% 、 16%。

赵县降水具有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匀的特点，据 1951-2002 年降水资料统计，平均年降雨量

为 449.7 毫米，最大年降雨量为 907.8 毫米(1963 年) ，最小年降雨量为 243.1 毫米(1972 年) ，降雨量主要

集中在七、八月份，占全年降雨总量的 55%(详见表 1-1-1 ) 。

月份

降水盘

各月降水分配(毫米) 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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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灾害

据史料记载，赵州桥建成之后，历经一千四百余载，对赵州桥本桥体安全造成较大影响的自然灾害主

要为地震和水灾。

1.自隋代建成赵州桥以来，有记录影响到赵县的地震多达 23 次 。
唐代大历六年(公元 771 年) ，赵州地震。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 年) ，真定地震，赵州房屋有损( ~赵县科技震灾资料~ ) 。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 1011 年) ，真定发生 4.8 级 6 度地震，赵州有震感( ~赵县科技震灾资料~ ) 。

北宋庆历六年(公元 1046 年) ，河北地震，赵州有震感( ~大明府志~ ) 。

北宋皇拓二年(公元 1050 年)四月，河北数次地震，赵州有震感( ~大明府志~ ) 。

北宋皇苟三年(公元 1051 年) ，河北地震，赵州有震感( ~大明府志~ ) 。

北宋熙宁三年(公元 1070 年)八月，河北地震，有声如雷，赵州有震感( ~大明府志~ ) 。

北宋元桔四年(公元 1089 年) ，河北地震，赵州有震感( ~宋史~) 。

南宋绍兴十四年(公元 1144 年) ，河朔诸郡地震，赵州有震感( ~宋史~ ) 。

元至顺二年(公元 1331 年)四月，一日三震或五震，月余乃止。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 1351 年) ，晋县发生 5.4级地震，赵州有震感( ~赵县科委资料~ ) 。

明正德七年(公元 1512 年) ，奕城县发生 5 级 6 度地震，赵州有震感( ~赵县科委资料~ ) 。

明嘉靖七年(公元 1528 年) ，奕城县发生 5 级 6 度地震，赵州有震感( ~赵县科委资料~ ) 。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冬十一月，正定府地震，赵州有震感( ~正定府志~ ) 。

清康熙七年(公元 1668 年)夏六月赵州地震。

清康熙十八年(公元 1679 年) ，河北三河、北京间发生 8 级 11 度地震，赵州隆隆有声 ( ~赵县科委资

料~) 。

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 1695 年) ，山西省临汾发生 8 级 10 度地震，赵州有震感( ~赵县科委资料~ ) 。

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 1720 年) ，沙城发生 6.5 级 9 度地震，赵州有震感( ~赵县科委资料~ ) 。

清道光十年(公元 1830 年) ，磁县 7.6 级 10 度地震，赵州有震感。

清光绪八年(公元 1882 年) ，深县、束鹿间发生 6.5 级 8 度地震，赵州有震感( ~赵县科委资料~ ) 。

民国九年(公元 1920 年)十一月，赵州地震，人头昏，欲吐( ~赵县科委资料~ ) 。

1966 年 3 月 8 日 5 时 20 分和 3 月 22 日 16 时 15 分，在河北省邢台发生两次强烈地震，分别为 6.8 级

与 7.2 级，地震烈度 9 度，震中隆尧县距赵州桥不足 40 公里，这次地震对赵州桥北桥境北部(二分之一

处)造成一道宽约 0.5 厘米 、长约 60 厘米的竖裂缝，这是赵州桥从 1958 年大修后自然灾害造成的首道裂

缝(赵县文保所资料) 。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发生 7.8 级地震，赵州有震感( ~赵县科委资料~ ) 。

2.赵州桥建成之后至今，据史料可查的较大洪水灾害达到次以上

唐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七月，赵州大水(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 。

唐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 年)秋天，赵州水灾( ~唐书~ ) 。

唐开元十五年(公元 727 年) ，赵州水灾( ~唐书~ ) 。

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 年) ，赵州水灾(~唐书~ ) 。

唐贞元八年(公元 792 年)七月，赵州大水方割陷於梁北之左趾下，填岸以崩落，上排篷又嵌歌，则

修之可为" (刘超然《新修石桥记~ ) 。

2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 943 年)秋，赵州水灾。

北宋元丰七年(公元 1084 年)八月，赵州大水( ~宋史~ ) 。

北宋元桔元年(公元 1086 年)八月，赵州大水泛滥，环城廓 。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 1294 年) ，赵州大水。

元大德十年(公元 1306 年) ，赵州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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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顺二年(公元 1331 年) 六月，赵州大水。

明弘治十四年(公元 1501 年)七月，大水，赵州诸河泛滥，围流城郭，通衙水深丈余，毁坏民居，淹没人

畜不可胜数。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 1519 年)十二月，赵州大水( {旱涝史料} ) 。

明嘉靖十一年(公元 1532 年) ，赵州|水满成灾( {旱涝史料} ) 。

明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九月，赵州水灾( {旱涝史料}) 。

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 1545 年)秋七月，赵州等处水灾。

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 1548 年) ，赵州水灾( {旱涝史料} ) 。

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 1607 年) ，赵州大水。

清康熙七年(公元 1668 年)七月初八，大水，禾稼尽没，城郭损坏，四乡房屋漂泊甚多。

清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 ，赵州洪涝成灾( {洪涝档案} ) 。

清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 年) ，赵州发生洪涝灾害( {洪涝档案} ) 。

清乾隆十九年(公元 1754 年) ，赵州范庄等村被洪水淹({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

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 1795 年) ，七月初七至初八日，十二至十四日，赵州连降大雨( {旱涝史料} ) 。

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 ，赵州水灾( {旱谤史料} ) 。

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 1763 年) ，赵州洪涝灾害( {洪涝档案} ) 。

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 1768 年) ，赵州发生洪涝灾害( {洪涝档案} ) 。

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年) ，赵州洪涝成灾( {洪涝档案} ) 。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 ，撑沱河决口，赵州受灾甚重( {旱涝史料} ) 。

清乾隆四十年(公元 1775 年) ，赵州水灾( {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 。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 1781 年) ，赵州洪涝成灾({洪涝档案}) 。

清乾隆五十年(公元 1785 年) ，赵州发生洪涝灾害( {洪涝档案}) 。

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 1786 年) ，赵州发生洪涝灾害( {洪涝档案} ) 。

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 1794 年) ，赵州洪涝成灾( {洪涝档案} ) 。

清嘉庆六年(公元 1801 年) ，赵州大水( {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 。

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 1818 年) ，赵州发生洪涝灾害( {洪涝档案} ) 。

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 1819 年) ，赵州大水，禾稼被淹( {旱涝史料} ) 。

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 ，赵州洪涝成灾( {洪涝档案} ) 。

清道光二年(公元 1822 年) ，赵州大水。

清道光三年(公元 1823 年) ，赵州大水。

清道光十年(公元 1830 年)四月二十八日，赵州大雨三日，大水。

清道光十二年(公元 1832 年) ，赵州洪涝成灾( {洪涝档案} ) 。

清道光十四年(公元 1834 年) ，赵州水，歉收( {旱涝史料} ) 。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 1841 年) ，赵州洪涝成灾( {洪涝档案} ) 。

清同治八年(公元 1869 年) ，赵州大水。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 1872 年) ，赵州洪涝成灾( {洪涝档案}) 。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 1873 年) ，赵州洪涝成灾( {洪涝档案}) 。

清光绪九年(公元 1883 年)七月二十五日，大风雨伤稼。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 1894 年) ，七月七日，大雨凡四昼夜，河水泛滥。 七月十二 日大水，村舍几为

淹没。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 ，四月初三，大风雨，凡两昼夜，屋坦无算。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 1897 年) ，赵州发生洪涝灾害( {洪涝档案} ) 。

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 ，赵州洪涝成灾( {洪涝档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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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年) ，赵县大水( {李大防诗集~ ) 。

民国六年(公元 1917 年)六月八日，赵县连降暴雨七昼夜，河水泛滥。 造成特大洪灾。 收成几元，乡

民大饥，逃荒四野( {赵县志~ ) 。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 1938 年) ，赵县先旱后涝( {旱涝史料)) ) 。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 1939 年) ，赵县先旱后涝( {旱涝史料~) 。

1950 年 8 月 2-4 日，连降暴雨，河水猛涨，部分村庄遭水灾( {赵县历史档案~ ) 。

1956 年 7 月 29 日 -8 月 5 日，连降大雨，雨量 38 1. 5 毫米，发生水灾(见图 1-1-1 ) 。 没河中游 4 处决

口， 503206 亩庄稼受灾，59607 间房倾倒( {赵县历史档案~ ) 。

1963 年 8 月 3-9 日，赵县连降暴雨，加之山洪暴发，造成特大洪水灾害。 赵县县城被水围困，被淹庄

稼 716200 亩，占总耕地 787505 亩的 91% ，倒塌房屋 160557 间 ( {赵县历史档案~ ) 。

1996 年 7 月 20 日 -8 月 10 日，赵县出现连续 13 天降雨过程，总降雨量 42 1.9 毫米(见图 1-1-2 ) 。 夜

河 8 月 4 日 20 时左右水位起涨，流量达 480 立方米/秒。 由于 1963 年在夜河上游兴建了水库， 1964 年、

1968 年进行了两次河道治理，基本掌控了没河水患 。

图 1-1-1 1956 年洪水流经赵州桥 图 1-1 -2 1996 年洪水流经赵州桥

第二节水陆 t远街

前来参观的人们对赵州桥的高超技艺、奇巧固护无不表示钦佩，同时不禁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

赵州桥为什么能于隋代在赵郡(赵县)建成呢?

关于赵州桥建造的起因，由于史籍记载的缺憾，故现存研究论文很少。 赵州桥自建成后直至 1984 年

建成赵州桥景区前， 1400 多年来从未停止过使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由此看来，在当时投

入巨大人力、物力建造赵州桥，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纵观赵县历史沿革，这里始终是侯国、府、郡、州、县之治所。 从古遗址来看，赵县的历史文明肇兴于

商代。 现存于赵县境内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遗址有双庙、宋村、王西章、董村、四德、北李家幢等商周遗

址。 这几处遗址出土石器、青铜器、陶器、刀币、布币、兵器、铜簇、骨制品等众多文物。 据此推断，这一时

期，赵县境内已经形成了较为密集的人群聚落，有的地方已出现城邑(城市的萌芽) 。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赵县历史已经有了文献记载。 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 :晋定公十八年(公元

前 494 年)四月，鲜虞参与鲁、齐、卫国联军，攻占晋国城邑棘蒲(今赵县城) ，这是见于史书上赵县最早的

城邑，距今有 2500 多年的历史。

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 251 年) ，燕国发二军攻赵(见《史记 · 赵世家~ ) ，燕王喜自领偏军至宋子

(今赵县宋城) 。 至此，赵县又有了见于史书记载的第二座城邑一-宋子，亦属赵国。

秦国一统天下后，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赵县故地属巨鹿郡。

汉王朝成立后的行政建制，一方面沿用秦代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分封王侯，设立诸多侯国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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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立。 当时，赵县境内就有棘蒲、宋子、平棘、封斯、敬武 5 个侯国 。 汉元帝年间"废除侯国赵县境

内的 5 个侯国均被废除，设置了平棘、宋子、封斯、敬武 4 县。 到东汉时期省去了宋子、封斯、敬武 3 县，其

3 县辖地归入平棘县(今赵县境域) 。 平棘县成为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这一时期平棘在建制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东晋十六国时称

赵郡，治所由房子迁到平棘城，管辖平棘、房子、高邑、元氏、奕城 5 县。 后来改称殷州 。 北齐避太子讳改

殷州为赵州，赵州之名始于此，辖平棘、高邑、瘦遥、广阿。

隋代，置赵郡，治所于平棘，管辖平棘、高邑、赞皇、元氏、瘦遥、奕城、大陆(今宁晋县部分)、柏乡、房

子、冀城、鼓城(今晋县)共 11 个县。 这是赵郡(赵州)历史上管辖范围最广的时期，也是赵郡成为今石家

庄地区东南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开始，此后，一直延续 1500 多年。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兵家割据和长期战乱，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 人民渴望安

定，国家急需建设的历史趋势，促进了自然科学和各项工艺技术的发展，使百业俱兴的社会局面随之到

来。 在此条件下，建筑与水利工程亦有较大发展。

开皇七年(公元 587 年) ，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和淮北以及江苏的东部发动了巨大的通济渠疏泼工

程，使贯穿南北的纵横水系连为一体，互能通航，大大促进了航运事业的发展。

到了隋代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登位以后，更是大兴土木，组织了多项役使数百万人的浩大工程，包括开

挖中外历史上最长的运河(以河南洛阳为中心，北自添郡，南到杭州，长达 5000 里的南北大运河) 。 据

《隋书·炀帝记》载:先后征集二三百万人，在春秋时刊沟，汉时的作渠，南朝时的丹徒水道基础上开凿大

运河。 此外，按周礼《考工记》的城市规划原则，建造了规模巨大的长安城(隋称大兴城) ，依"九经九纬"

要求，每条干道可并行车辆九部，路面宽达 30 米以上，最宽的竟有 150 米，气势非常磅确。 炀帝还派夫百

万，增筑万里长城，完成了自山海关到甘肃安西，全长 4600 余里的巨大工程。 又以每月 200 万人从事东

都洛阳建设。 劳工众多，在建筑历史上实属罕见。

当时，赵郡(今赵县)围绕京杭大运河支流一一夜河的治理，兴修了诸多水利工程:平棘县东二里有

广润肢，引太白渠以注之，以蓄泄水利;宁晋县地旱卤，西南有新渠，引夜水人城以灌田;昭庆县(今隆尧

县)城下有洋水渠，以灌田通糟(见图 1-2-1) 。

阁 1-2-1 赵州古河道图(见消光绪《赵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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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代，拓展了隋都大兴城经赵郡直达冀北幽燕十六州的南北交通干道;又重修了巨鹿郡经赵

郡达太原郡的东西驿道 。 从而，使赵郡处在东西南北交通干线之上"盖赵为截辅要区，雄于河朔，

其在辅员，所称四通之域也" (见张居敬《重修大石桥记~ ) 。 其地理位置更加显要，并成为河北中南

部的几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这里经济发达，不仅陆路车旅络绎不绝，而且水运也十分

繁忙，乃要津之渡 。 因此，在有巨川之称的夜河之重镇要口上建造一座大桥，以利南北往来，既是当

时国家形势的需要，也是广大民众发展生产的迫切呼声，而赵郡没河的地理位置之显要，亦是在此

建桥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是这种大兴土木工程的历史氛围，促使各业匠师的创造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创新的热情也大大

提高。 冀中劳动群众和匠师在建成河北省元氏县封龙山、峰峰南、北响堂山，山西省太原天龙山，河南巩

县等处石窟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石拱券结构，成功地创建了赵州桥。 赵州桥的建成北通京师，南接

楚梁，驿传旁午，悉由其闻，诚胜迹也" (瞿汝孝《重修大石桥记~) 。 正如宋代杜德源《安济桥》诗云坦

平箭直千人过，驿使驰驱万国通。"赵州桥的工程浩大，设计匀称合理，精美华仑，不难看出，其用工和资金

费用巨大。 由此可以推断，赵州桥的建造，在当时应该是国家和当地的一项重大工程。 而从赵州桥下已

出土的修桥主题名石上所刻诸多捐资人名分析，其建桥资金不仅来源于国库，而且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衷

钱(当地广大民众的赞助和捐献) 。

综上所述，分析隋时土木工程生机勃勃的形势，有助于认识赵州桥创建的历史背景，因为时代特征与

桥的设计思想、组织规模和建筑风格往往是息息相关的。

第三常 在叫赫林怠崎曲来

赵州桥有原名、俗名、改名等多个名称。

赵州桥于隋代建成之后，始名(原名)称为:赵郡夜河石桥。 据唐代中书令张嘉贞于开元十三年(公

元 725 年)撰文的《石桥铭序》曰"赵郡夜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 。 这是建桥后最早的碑记，当属确信

无疑。 它用当时的地名、水名命名，初名始见于此。

赵州大石桥，为当地人的俗称。 因为隋末越王杨伺皇泰初年(公元 618 年)在赵州城西门外冶河(清

水河)上建成了永通桥，它晚于赵郡夜河石桥 19 年，建筑结构形式、艺术风格与其十分相似，只是形体较

小，且与赵郡夜河石桥相距仅 2.5 公里，为区别南北二桥，冠以大小，故称赵郡泣河石桥为赵州大石桥，永

通桥则俗称小石桥。 明代王之翰《重修永通桥记》曰"吾郡出西门五十步，穹窿莽状……尔为一方雄观

者非桥乎?桥名永通，俗名小石。 盖郡南五里隋李春所造大石有仙迹焉……缔造之工，形势之巧，直是顿

顽大石，称二雄于天下。 "

赵州桥之名，是根据地名命名的。 据《清光绪赵州志》载，北齐天宝二年(公元 551 年)因避太子殷的

名讳，改殷州为赵州，赵州之名始于此。 40 年以后的隋代(赵州隋代称赵郡)建成赵郡泣河石桥，至民国

二年(公元 1913 年)赵州更名赵县， 1100 多年来，历尽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期间曾设置赵郡、来

州、庆源府(军)、沃州、永安州等，历史上只存在 290 年;而赵州之名则经历了近千年，历史最久远。 在悠

久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赵州人爱赵州这块养人育人的故土，更以李春营造的石拱桥名震中外而自豪，故以

地名为桥名，俗呼赵州桥，或曰赵州石桥，自然成理。 2001 年 11 月 5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赵州桥，挥笔题写"赵州桥" 。

安济桥是以后的改名 。 赵郡泣河石桥建成 590 年后，由北宋哲宗皇帝赵照赐名安济桥" 。 并以此

为正名 。 据考，北宋周焊《北辗录~ : "未至城(赵州)五里渡泼河石桥，石桥从空架起，工极坚致，南北长十

三丈，阔四之一，实隋人李春所造。 元桔间赐名安济，有张果老骑驴。"乃取"利贯金石，强济天下，通济利

涉，安全渡过，万民以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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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茅以升给林树涵的复信

林树涵先生 :

第一章 概 况

尊文两篇己拜读 。 张嘉贞《石桥铭并序}(林按 : 应作《石桥铭序} ， 后人改称《安济桥铭》 。 石桥

之名，历代文献仍在沿用 。 安济桥名始于宋代 。 虽然改名的原因不详，但《文苑英华》系宋大宗时奉

'教编篡之书 。 为宋"四大书"之一 。 此书将张嘉贞、张或两文，均改用"安济桥铭必有所本。 徐佑编

:寨的《唐文粹} ，与《文苑英华》同时或稍后(徐为大平兴国年间进士) 。 他用的题目是《石桥铭并序》。

1956 年挖出的张文刻石，即系根据《唐文粹》文本上刻石，或者自是宋以后人。 选文不是《文苑英华》

而是《唐文粹》 。 其原因亦不可考。 我国古代名桥，有些有原名、改名、俗名等称号 。 安济桥是后世改

名，自无疑义 。 现在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用的即是"安济桥" 。 因此，大石桥即安济

桥的提法(梁思成先生文章的题目)应该统一。

当然，这并不排除对石桥原名的考证和张文题目应用原名的主张。

即颂

时绥 !

第四常 在叫赫ðt特异代考

茅以升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五日

赵州桥始建于隋代，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短的两个朝代之一，仅经历了杨坚和杨广两代皇帝(公元

581 年-619 年) 。

至于赵州桥确切的建造年代，在目前已出版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礼《中国石桥》、《汉

语大词典》、《河北地名词典》、《河北名胜志》和诸多桥梁专著、教科书、旅游手册等著述中众说纷纭，其中

以隋代后期即"605-618 年"和"605-616 年"之说最为普遍。 其重要的考据是在游客题名石中曾发现

宋人石刻，上有"桥作于隋大业年间……"字样。 因此赵州桥隋大业年间建"之说就成了历来很多文献

的根据。 应该认为，仅以隋亡后 400 多年的宋元桔四年(公元 1089 年 9 月间)游人一语就做此结论，显然

未必足信。 笔者现综合有关文献资料。和各项考证，认为可将赵州桥建造时间推进至公元 591-599

年间 。

第一，据在《金石汇目分编》卷三补遗第二十五页上所见的一条记录称({能辅通志》首次记载) :安济

桥下曾发现隋唐山石工李通的题名石，刻有"开皇十口年"字样。 查考旧唐山(亦名尧山)在今河北隆尧

县东北紧邻赵县，较赵州桥西部采石区的获鹿县，更近于大石桥址。 隆尧县境内的尧山(又名唐山) ，历

来出产石料，技艺高超的石匠屡屡涌现，故李通等作为唐山匠师亲身参加大石桥工程是很自然的。 而这

一石刻即为当时当地的石工留题，所指年代比宋人可信。 据此以开皇十口年论，赵州桥应建于公元

591-599 年之间。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修缮赵州桥时，在桥址河床处挖出大块积石 1200 余块，其中有 6 块刻字的修桥

主题名石，系修造时所刻。

在题名石上，记有修桥主官职名称，如"云骑尉""挠骑尉"等等。 查此种种官职，均为开皇六年(公元

586 年)始，隋廷任职所用 。 《隋书》记"开皇六年，尚书著二十四司各置员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账……

吏部又别置朝仪、通仪、朝清、朝散、给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骑、屯骑、挠骑、游骑、飞骑、旅骑、云

骑、羽骑八尉，其品则正六品以下，从九品以上·… o

。 俞同奎《安济桥补充文献H文物参考资料> 1957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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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志

文帝时的百官职名，自开皇六年至二十年延至仁寿四年(公元 586-604 年) ，改称不多。 而到炀帝登

位后则变动甚大。《隋书》曰炀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第九，唯置正从而除上下阶。 "

"旧都督以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皆罢之。"可见，修桥主题名石上所刻的

官位职称，仅系隋开皇六年至隋大业前(公元 586一ω4 年)这一时期所用。 进而从侧面证实了赵州桥非

建于炀帝大业年间(公元 605-618 年) 。 此考据与前项相符。

第三，在桥东南河床中打捞出的八角石柱刻有刘超然的《新修石桥记~ ，其上云"隋人建石梁几二百

祀，圭申岁(即公元 792 年)七月，大水方割陷于梁北之左趾，下坟岸口崩落，上排篷又嵌敬，则修之为可，

…..贞元九年四月十九日 。"这是首次修理的记录。. 它说明了公元 792 年被大水冲坏的赵州桥，已建成近

200 年，因此可以推定桥建成在公元 592 年左右。

第四，在桥北洞下，曾获"赵下非"题名石一块。 石为水所冲，字多涅灭，仅 20 字依稀可辨，石刻上标

志"乙丑"二字，即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所刻。 析为石桥建成后游客铭留 。 这一情况，与《宝刻丛编》 中

"隋奕州使君江夏徐公碑"之文类似。 其上云郝士威撰侯彦直分书大业二年丙寅七月十五日立在汶

(夜 ))11石桥前。"说明石碑树立时(公元 606 年) ，赵州桥业已告竣使用了。

第五，山东东平县，建有"清水石桥，在县西三里，隋仁寿元年(公元 601 年)造，石作华巧，与赵州石

桥相坪…… 。"此文表明两种可能，之一是:在公元 601 年造清水石桥时，赵州桥不仅建造成功，且已名扬

远近，成为各地争相效仿的代表作了 。

第六，在赵州桥桥址掘出的修桥主题名石上，见有"大女赵聘妃" "大女马"等女子之称，反映了妇女

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之优。 这种情况，正是文帝在位时所多见。 而以暴君著称的隋炀帝执政期

间(即大业年间)是难以设想的。

开皇年间，隋文帝倡导对百姓轻刑、减税、抚爱庶民。 他还尊重女子，札待民妇奴姆。 例如维护实行

北齐均田法(普通民众一夫受露田 80 亩，一妇受 40 亩，奴姆受田与良人同等) 。 使广大妇女成了开皇中

后期全国各业繁荣的一支重要力量。

隋文帝重视女性，除认识妇女民众的创造能力外，尚可究察的内因是，他所以轻而易举灭周建隋，正

与其女为周宣帝正后这一皇亲的特殊地位分不开。 立国之后，因文帝之妻一一皇后独孤氏是鲜卑人，隋

文帝要借独孤氏获鲜卑贵族对新政权的支持便让皇后直接参政宫中尊称"二圣" 。 叉开皇中后期的

597 年文帝为利用邻邦突厥国，命隋安义公主许配突利可汗为妻。 凡此诸例，均说明隋文帝重视妇女在

促进经济和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因此，联系到赵州桥石刻上妇女题名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似可作为赵州

桥建于开皇年间的佐证。

第七，修建赵州桥时大胆创新，设计"敞肩、坦拱"的结构形式，其跨度也为当时中外石拱桥的最大

者。 在建筑艺术与施工技巧等方面均有独创。 而像这样代表阶段性科学技术的典型作品绝非偶然一举，

乃是集历史之大成所产生的"飞跃"表现。 沿其足迹考察，必会找到其他同期所建的桥梁，作为当时工匠

探索经验的先行实例或表现其成就影响的陪衬。

查考各地方志和史籍记载，隋时主要桥梁，多建于开皇中期(即公元 590 年前后) 。 各省中著名的如

山东胜县城南四十里外官桥，跨薛河，是高一丈的九孔石桥，建于开皇八年(公元 588 年) 。 为唐李白诗所

赞"双桥落飞虹"的济川桥，也系开皇时造，桥址位于安徽宣城德门之外，横越宛溪。 湖南元江县西十八

里，有古横桥，也建于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 。 其余像隋越公杨素所筑江西太和县武溪桥及《能辅通志》

所载跨方顺河的石拱桥等，建筑年代亦皆于此时段。 从这些史实中也可以旁证赵州桥建于开皇年间的可

能性是比较大的。 同时根据史册记载隋代的其他名桥也大都建于开皇年间。

最后，也许还要对赵州桥的建造是否较隋开皇中期为更早，即于文帝初年所修，补作疑问。 对此除上

述七项作答外，续列考据一项:

在掘得修桥主题名石上，有"瘦陶县……"字样。 考瘦陶县，位于宁晋县西南二十五公里。 泼水自

"石邑县井怪山出，东南至瘦陶八诋。"其县名及归属，屡经变更。 "本春秋时晋阳氏，邑汉以为瘦陶县，属

钮鹿郡。 晋省后，魏于此置瘦遥县，属南钮鹿郡，隋开皇六年改为瘦陶，复汉旧名，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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