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燕赵古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燕赵古桥>>

13位ISBN编号：9787030240262

10位ISBN编号：703024026X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刘忠伟 编

页数：281

字数：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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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燕赵古桥>>

前言

　　为便于研究，我们这里所指称的燕赵区域总体包括现今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
市，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与燕山南北麓，不仅包括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而且也包括存在其间
的古中山国、代国和邢国等地。
燕赵区域内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连绵不断的战争、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导致了燕
赵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燕赵文化的主体是华北平原的汉族旱地农耕文化，同时也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
冲突与融合的特征。
　　燕赵文化虽然与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文化多有交叉和重叠，但它却更具北方文
化的典型特征。
就燕赵文化的气质特性而言，人们多认同它的慷慨悲歌和任气豪侠，这一特征虽非燕赵区域所独有，
但无疑它在该地表现得更为典型，它形成和成熟于战国时期，其后绵延两千余年，成为燕赵区域悠久
而稳定的文化传统。
就燕赵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机理而言，有学者认为，兼收并蓄而自成一家乃其重要特征。
这既与燕赵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多元构成等因素息息相关，又与燕赵地区的先贤今哲洞烛社会发展
先机，并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魄，对各家各派思想成果择善而从、整合提炼关系至密。
这样的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和思考燕赵文化无疑颇多启示。
不过，在尚未对燕赵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对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妄加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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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河北境内西晋至清末现存的40座古代石桥进行了详细介绍，用科学的方法、文化的视角、历史
分析的理念对它们的创建、发展和历代维修以及历史贡献作了全方位的介绍和理性思考，突出阐述了
它们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并解读燕赵古桥的结构特点、艺术特色、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追寻我们祖先
曾有的思想闪光和艺术智慧，探索隐秀于燕赵古桥科技中的多元文化特质，展现古代匠师们的时代审
美格调和他们挥洒于古桥建筑中的气韵和风神，把燕赵古桥置于某种文化背景中，凸现出那一时期的
科学、技术和文化高度。
用今天的科学水平，探讨过去的技术成就，鉴古而知今，彰往以察来，更好地继承文化遗产，激活传
统中的积极资源，为现代文明服务，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展现燕赵古桥对中国和世界桥梁史的伟大贡献
。
    本书具有丰富的资料和鉴赏价值，可为桥梁史研究者、古建筑研究者及美术雕刻艺术工作者提供大
量第一手原始资料，亦可供文物爱好者、文史爱好者及广大旅游爱好者阅读、参考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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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融于自然的科学——燕赵古桥综述　　桥，又称桥梁，是架在水上或空中以便通行的建
筑物，由桥身（包括桥面）、桥墩（包括桥台）和桥堍组成。
　　中国古代的“桥”，与梁同义，均指架于水面的横木。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桥，水梁也。
从木，乔声。
”“梁，水桥也。
从木水”刀声。
”清段玉裁注日：“水梁者，水中之梁也。
梁者，宫室所以关举南北者也。
然其字本从水，则桥梁其本义而栋梁其假借也。
凡独木者日杠，骈木者日桥。
大而为陂陀者日桥。
”“梁之字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
”根据段氏之说，在古代桥和梁是异名同义且可互为注解的两个字，而桥又专指架空且中间隆起两面
有坡度的梁桥。
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古代桥梁，最初为木桥，后发展为石桥。
　　古代桥梁，按其材料而言，可分为木桥、石桥、竹桥和铁桥；按其形式，可分为梁桥（包括伸臂
桥）、拱桥和索（吊）桥；按其所处的位置，可分为路桥、河桥、跨街桥、寺庙桥和园林桥等。
　　桥梁的产生和创建，基于人类生活的需要。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要素，其中的“行”，就是桥梁产生的源头。
人类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河川的阻隔，人类要发展就必然要努力战胜险阻、跨越河川，而打通这
些阻碍、接地通尘的最佳和最经济的办法，就是遇水搭桥。
由于人类在生活实践中，或偶遇大树倒卧于河渠，或突见山石搭于山涧，于是启迪了智慧的灵感，他
们便在需要的地方仿效自然的奇遇，搭木为桥，建造出最初也是最原始的桥梁，以利行程。
考古资料已然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对木、竹、藤等材料性能的多种组合利用
工艺，具备了建造木梁、木柱桥的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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