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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安交通大学俞茂宏教授自1982年以来，与西安市文物局长期合作，进行了大量关于古建筑结构力学
的研究。
他先后对西安钟楼、北城门箭楼、城墙、东城门城楼、鼓楼、大雁塔和小雁塔等七个国家重点保护文
物的各种结构力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关于这些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的结构力学特性和
抗震性能等的大量科学数据，并提出了相关的保护古建筑的建议。
这些都提供给陕西省和西安市有关领导、陕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参考。
由于这些研究都是结合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特别是结合这些古建筑的抢险工程和修缮工程进行的，因
此，研究结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历史价值，并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取得了很好的
社会效益。
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与文化，在世界建筑中独树一帜。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果。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专业的不同，一般的古建筑研究主要是关于古建筑的历史性和艺术性的研究，
而对古建筑的科学性的研究较少。
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对古建筑、大屋顶和古城墙的大力批判和拆除，在全国范围内，不
仅古建筑的研究很少，而且建筑学专业的发展也处于停顿的状态。
1989年1月，在《古建园林技术》学刊创刊五周年的编辑部致读者文中，引用古建界老前辈、营造学社
创始人之一单士元先生的讲话指出：“若总结过去的研究情况，对于历史搜集和实物调查致力较多，
在理论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探讨较少，至于对建筑上的科学内容和工艺钻研，则如凤毛麟角。
”“我们今天研究祖国建筑历史与理论。
不将工艺技术包括在内，则理论似趋于空，历史亦缺少其发展过程，这样，也就不能反映祖国建筑科
学的整体性。
”“今后我们在研究方面，在积累素材的同时，要作理论上的探讨，与现代建筑科学家以及具有古建
筑丰富经验的老师傅进行合作。
将祖国建筑科学内容阐发出来，还要注意古代的工艺技术。
”俞茂宏教授的工作犹如单士元先生所讲如“凤毛麟角”一般，建筑大师张锦秋院士和中国建筑历史
专家傅熹年院士以及清华大学结构力学和结构工程教授陈肇元院士和龙驭球院士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安古城墙和钟鼓楼>>

内容概要

西安古城墙及相应的城楼、箭接、钟楼和鼓楼都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是国内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
的古城垣和建筑群之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古城墙、护城河，环城林带、环城路和顺城巷构成了独特的西安环城立体公园。
    这本书是对西安古城墙、箭楼、城楼、钟楼和鼓楼的历史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研究的第一次全面总
结。
是作者从1982年以来在箭楼、城楼、钟楼、鼓楼和城墙的抢险和修缮过程中进行长期系统研究的结果
。
特别是对这些古建筑结构的力学特性、抗震性能和城墙稳定性等古建筑的科学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研
究结果，很多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书中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和研究成果都有强烈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涵义。
它也是对“西安学”研究的一个特殊贡献。
在书的后记中作者提出了建立钟鼓楼文化步行广场的建议，使钟楼周围的商场发展为博物馆和全国各
出版社与世界著名出版社都来办书店的大钟鼓楼文化步行广场。
    全书图文并茂、史料翔实，融历史、艺术、科学于一体。
除可供从事土木、建筑、结构工程、城市规划、历史、文化、力学、考古、城市学、西安学、摄影等
科技工作者阅读参考外，对中外各界来西安观光旅游的人士也是一本很珍贵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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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茂宏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工程力学和结构强度及振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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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在，人们都知道“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但是人们不知道还有被清康熙和乾隆称为“天下第
一关”的潼关。
1703年10月，康熙皇帝视察“大河上下”，从山西乘船过黄河至风陵渡进入潼关，仰望巍然的古城墙
，惊叹不已。
在行宫住下后，即作《渡黄河潼关驻跸》诗一首，称潼关为“天下第一城”。
古潼关门户金陡关横额上，有清乾隆帝手书“第一关”三个大字。
实际上，远在东海之滨的《山海关志》记载有：“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
”并尊潼关为首。
因此可见，中国的“天下第一关”不是一座，而是双峰并峙，即潼关与山海关两座。
在中国的历史上，潼关更加久远，位置也更加重要。
潼关位于陕西东部，雄踞秦、晋、豫三省交界处，有“鸡鸣闻三省，关门扼九州”之说。
它南邻洛南县，东北与山西芮城以黄河为界，东连河南灵宝县，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关隘重地之一。
潼关与山海关同被清乾隆称为天下第一关，并称潼关更胜山海关。
这座古城死得不明不白：按照三门峡水库最初的规划，它应该静静地躺在水库下面。
人，搬了；城，拆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门峡蓄水后的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古
城。
潼关是黄河的一个转折点。
黄河从宁夏、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向南穿越长城，进入晋、陕，奔腾于陕西与山西的高山深谷之间，成
为晋陕两省的分界线。
咆哮的黄河，到达潼关的秦岭关山脚下便调头东去。
天下黄河九百九十九道弯，在中国地图上，一眼便可看到黄河上唯一一个小于90~的大转弯，转弯处
便是以千古雄关而名扬天下的潼关。
潼关南依秦岭，东南有禁谷之险，南有十二连城以防秦岭诸峪，北带渭、洛二川会黄河抱关而下，西
薄华岳三峰，峰峦起伏，谷深崖绝。
中通一条狭隘的羊肠小道，往来仅容一车一马。
唐代诗人杜甫曾咏“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形象地描述出这里险峻的地形。
潼关城建于唐天授年间，其后各代沿用，明清扩建、重修。
城墙北I临黄河，东南跨麒麟山，西南跨凤象二山，周十七里，门六，东日迎恩，西日怀远，北日镇河
，南日凤翔，小北门日拱极，上南门日麟游。
潼关城平面略呈东西向长方形，长约2.5 km，宽约1.5 km。
城墙夯筑或堑山成障，现存夯筑部分高3～6m，但城墙外砖壁已无存；堑山部分外部高达30m。
关城设东、南、西、北四门和南、北两水关。
南水关跨潼河而建，砖石结构，券洞3孔，券洞高6m，进深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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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时10年的《西安古城墙研究——建筑结构与抗震》在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下已经完稿。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则经历了更长的过程。
我于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杭州浙江大学，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地来到西安古城，任教于交通
大学，至今已有30余年。
在此之前，我曾经居住过江苏的镇江、南京、苏州，浙江的奉化、宁波、杭州和上海市，加起来的时
间比在西安的时间还少十余年，可是我对西安的了解比以上任何一地都要少得多。
对西安所熟悉的或许是东大街的外文书店和新华书店，平日深居校园，出来也不外是学校、钟楼、火
车站之间的小小范围。
因此，在西安居住多年，知之甚少。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千年古都走向世界。
有很多外国学者来西安访问，其中有的与我所从事的专业有关，因此经常陪同他们去访问西安市的一
些古迹，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对西安古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西安拥有明城墙、钟楼、鼓楼、大雁塔、小雁塔、城楼、箭楼、碑林、大清真寺等等古建筑。
那坚固宏伟的城垣，高耸凌云的大雁塔，秀丽玲珑的小雁塔，威武壮观的箭楼，严中有秀的城楼，箭
楼和城楼之间形成瓮中捉鳖之势的瓮城，晨钟暮鼓的钟楼、鼓楼，碑石精华荟萃的孑L庙碑林等等，
从力学和结构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气势磅礴、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红柱绿瓦、飞檐翼角、雉堞垛
口，更引起我们注意和兴趣的是：钟楼内托举百吨大屋顶的四根高达20m的擎天大柱，“声闻于天”
的鼓楼的三排红色立柱，地震引起的碑林巨大碑石的破裂，“深挖洞”引起古城墙的塌陷和开裂，防
空洞和漏水引起雄伟的箭楼成排大柱的倾斜、沉降和墙体与地面的大幅度开裂，千年前的高层建筑
（64m的高塔）的地基承载力，砖塔的开裂与倾斜，以及城墙内发现的唐代夯土和明代夯土的力学性
能的差异等等有关古建筑的科学性问题。
例如，美国Cincinnati大学工学院院长Papadakis教授很关心城墙的结构和开裂问题，日本宫本教授研究
拱形结构的历史，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副校长、土力学专家Gudehus教授则对大雁塔的地基压力感兴
趣，与现代建筑相比，交大新图书馆仅高约40m，已耗资百万，打下众多长达20m的钢筋混凝土桩，
以加强黄土地基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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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安古城墙和钟鼓楼:历史、艺术和科学》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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