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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大石桥及桥头关帝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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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视察赵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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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9 1 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桥头立铜牌纪之间1·i 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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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1' 1 桥南端关帝阁(民国初年)



七律·桥魂
莫名

羔赵平川汶水流，

中 华一桥震寰球 。

天降长金工开新宁，

地飞巨龙横空游 。

李春功德、传千古，

鲁班才支绝神鬼态 。

今人复作桥魂颂，

载歌自有《小放牛 》。

余原籍赵县大石桥村 ，院舍紧贴桥头 。生于斯，长于斯，自

幼与石桥结下不解之缘 。 外出工作后 ，每逢还乡走在桥头上，

抚今追昔，思绪万干 。 忆古桥走过的历程 ，正是中华民族艰难

创业，自强不息 . 饱经风霜，最后取得胜利的历史见证 。感慨之‘

余，促成小作 .藉以抚慰千载古桥 . 以及与之世代相伴、休戚与

共的家乡父老 。



序言

在河北省赵县大地土，为赵州桥写志，乃前所未

有，系破天荒之举。《中国赵州桥志》百世，无疑对全面

认识赵州桥，珍惜保护赵州桥，积极宣传赵如桥，提供

了可贵的历史资料。这是一项文生建设工程毛，也是二.

项文物建设工程 i该书出版必将在物质文明李丧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l

赵如?桥不仅属于勤劳、智慧、辑、明、淳抖的赵县人

民，更是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科技成果的一

部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科技进步的有力

见证 o 中华人民共和国雷务院将赵判桥列为全国第一

批重点保护文物，美 E土木工程持学会选定赵州桥为

"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并为之建立了世界上迄今

为止的第 12 块纪念哮。

《中国赵井l 桥志))，全书共计 13 章 25 节，全面系

统地论述了李春等建造的赵州桥开创了桥梁散属拱

学涯，及其功迹和影响喜提出了造桥与人文这」严肃

课题，展示了桥文化的勃勃生祝 z 进一步揭示了赵州

桥的原名、改名、俗名的历史沿革进程 z 整理了鲜为人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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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历史故事，民闰神话传说 p 用历史唯;!好辩证观主

南明造桥与经济、政洁的内在联系等。书中内容融科

学性、思想性、知识桂、趣味性于一体，具有较强的"资

治、教化、存史"功能，其资料为"补史之块，参史之错，

·详史之略"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本志书的鲜明特

点及其生命力贵在。

志属信史，贵子实。科学、丰富、翔实的资料是志

书的被本。非此，难以成为"问指南之金针，作迷津之

宝浆。"({中囡赵州桥志》的出版发行，必将在历史长河

中经受考验，得到认可，这是编著者的企冀。赵 ji'l 桥力

量究竟持在?尾、读者悉，也一渎，并认真思考一番，定会
从中悟出许多道理来，是为序。

力立

1992 年 11 月 15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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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实事求是原到，历史唯物地对待前人的

研究成果，边有分吱，多说并存，据理提出笔者的克

识，以忘探讨，研究参考。

二、记述史迹，始自造桥，断在成书为止。对古代

事远，尽量溯摞，究其缘由;对近现代大事，详尽记述，

秉笔直书。

三、采用志书体例，以志、记、述为主，理、表、录辅

之，多种体我并用。

四、结构层次，采用章、节、自三级立篇，横排门

类，纵述历支，直陈其事，不刀口褒贬，寓理于 4己叙之中。

本志除序言、总述、大事记片，立适桥、建筑特点与艺

术风格、历代修缮、造桥与经济、造桥与人文、适桥与

科学技术、金毛、赵刑挤公园、咏桥诗文选、民间故事

传说、文物保管所、人物、文存等 13 章 25 节。

五、坚持史志练基惯例，人物生不立传。历史传记'

主要记述适替、修缮、保护、宣传石桥有贡献者。以本

籍为主，兼收客籍人物。

六、历史纪年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恿或

.1. 



立后的纪年，一律采用公元记述。

七、书中引文〈资择、文章)，一般于文内注明作者

或出处 z拟或于文后标明参考书目，根据需要灵活掌

握运用。

八、资转来源主要取白地方支志、支籍文献、文物

档案、专著、档案馆藏资择，以及笔者修志多年考察、

发现、积累的资椅，或经过反麦考证、分析、核实的口

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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