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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是为造桥工匠立传。
我们这些人，头顶教授、建筑师、工程师之桂冠，备受当代社会和民众的尊重，其实不过是古代工匠
的继承者。
中国的传统文化，鄙薄奇技淫巧，藐视工匠之属。
工匠的名字和事迹在正史中几乎空白。
鲁班只留了一个名字和些许传说，李冰父子只是都江堰工程的领导者，实际的设计施工人员有谁知道
，兵马俑、长城、大运河的建造者的姓名事迹无人知晓。
刘杰及其合作者在十分艰难条件下挖掘收集工匠世家的资料，记录入书，留作信史，实在功德无量。
面对前辈匠人的杰作，我辈作为继承人只觉汗颜，他们虽然姓名事迹湮没，但作品传世数百年至今光
焰照人。
而我们的成果论文有多少能历数十年而不被遗忘。
我的博士、教授、博导、理事长的头衔，相形之下只可视作顶上尘土，过眼烟云，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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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70年生于重庆。
1993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进入广州佘唆南建筑师事务所工作，1998年获上海同济大
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硕士学位。
现为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1995年起，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与古典园林，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余篇：同时致力于
中国南方古代木构和乡土建筑的研究，出版了《泰顺》、《库村》、《中国古代建筑环境生态观》(合
著)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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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木拱廊桥的历史    这里所言“虹桥”是用其狭义，指由直木穿插别压编织组合而成的曲形拱桥，
“即在世界桥梁史中绝无仅有的木拱桥”，与广义的包含各类造型呈弧形的石木拱桥统称的虹桥在结
构上有极大差别。
现存图像资料中，最上之子北宋著名画师张择端的旷世杰作——《清明上河图》中。
也即是说，虹桥结构最迟出现在北宋王朝的宣和年间(1119—1125)。
最早名之曰“虹桥”的先哲，我们至今还没法考证，但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宋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
》是较早称呼其为虹桥的一部重要史籍。
    《东京梦华录》里有这样描写汴水的几段文字：“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
南之粮，凡东南方物，由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
”再有“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
又说“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
自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
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膳，宛如长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
次日顺成仓桥。
入水门里曰便桥，次日下土桥，次日上土桥⋯⋯”‘由此看来，在孟元老撰作《东京梦华录》的时候
汴京早已有了虹桥的称谓，并且“虹桥结构”并不只是虹桥独有，“其上下土桥亦如之”。
张择端将汴水上结构相同的虹桥、上土桥和下土桥概括为一，画出了流传千古的虹桥。
可见，虹桥结构在宋朝时的汴京是比较普及的一种桥梁结构形式。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当时早已成熟的石拱技术不被采纳，而一定要用木拱桥呢？
况且，石拱要比木拱更加坚固耐久。
西京洛阳早在晋太康三年(282)就曾建造可容大舟通行的石拱桥——旅人桥，而当水陆要冲的河北赵县
于隋大业初年(605)就建成了由名匠李春主持设计的古代中国石拱净跨最大的安济桥(净跨度达37.02米)
。
其实，在北宋中叶时期，建造石拱桥比建木拱桥要费时耗工得多，连魏化基的无脚桥都因“三司度所
废工逾三倍，乃请罢之”。
另外更重要的是，建造中又需断航，而汴水为京城之命脉所系，漕运不可一日中断。
因此由于种种机缘巧合，汴河虹桥得以处处推广采纳，这才被观察入微的画家摄入了图画中，也永远
地载入了史册。
    近世研究中国古桥技术史的学者大多认为虹桥技术自宋以后，在中国已失传了900余年。
形成虹桥的木拱结构自青州问世以来，流传山西、河南等广大地区，湮没于汴水是否同时就等于在全
国范围内失传了呢？
中国别的地方还会存有《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虹桥吗？
    20世纪7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率先在浙江西南部的温州丽水山区发现了类似虹桥结构的木拱廊桥。
1979年11月，茅以升主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交报告之一即是
叠梁拱(编木拱桥名称出现前，唐寰澄先生对虹桥结构的称谓)一一虹桥。
1980年10月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后部分人员考察了浙南木拱桥。
后来，文物和桥梁研究者又在闽东北山区陆续发现与浙西南山区基本为同一类型的木拱廊桥。
至此，桥梁专家们才确认北宋盛行的虹桥技术并未失传。
                    P88-P92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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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泰顺是位于浙江省南部的一个山区县。
泰顺的廊 桥，由于其历史之悠久，技艺之精湛，使它在中国桥梁中餐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只是泰顺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具有重要工程技术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的各式木廊桥，至今还不为多
数人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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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全方位系统论述泰顺廊桥的专著，也是一本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学术性和观赏性兼具
的大型画册，同时它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介绍廊桥，必将为世界了解泰顺廊桥又打开一扇窗户。
　　泰顺的廊桥，由于其历史之悠久，技艺之精湛，使它在中国桥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只是泰顺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具有重要工程技术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的各式木廊桥至今还不为多数
人所认识。
本书作者多年来对廊桥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挖掘，对廊桥结构等进行了梳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与廊
桥有关的地理、人文、民俗、工艺等内容，让人可以直观地感受廊桥简洁的美，协调的美，实用的美
以及古朴的美。
　　本书可谓是为造桥工匠立传，可供梁建筑师、工程师以及对廊桥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泰顺廊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