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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州桥、断桥、南京长江大桥、金门大桥⋯⋯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桥，千姿百态，缩短了人与人的
距离。
桥是友谊的媒介，桥是道路的延伸，桥是经过放大的一条板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本书带我们走进桥的世界，从桥的基本概念、特点、类型、构造、形式和桥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世界
各地著名的桥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概述。
目的是让广大青少年了解这一科技和智慧的结晶，掌握更多关于桥的科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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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5.12”汶川大地震救灾中用得最多的桥5.在战争中军用浮桥怎样保护与破坏？
6.21世纪世界桥梁发展趋势及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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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堑地壑变通途——桥的介绍　　第一节　人类行走的奇想——认识篇　　李白的《蜀
道难》中描述蜀道之险恶陡峭有“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引用了一个典故，映衬
蜀道的险峻陡立。
然后是“上有回目高标，下有逆折之回川”，黄鹤都飞不过，猿猱欲度愁攀缘，古蜀道几乎相当于横
崖绝壁，但后人却能打通蜀道，渡之安然，原因是修建了连通蜀道的桥。
这便是桥的作用和魅力，使天堑地壑变为通途。
　　第一节　人类行走的奇想——认识篇　　1.桥的基本概念　　众所周知，桥是架在水道或者空中
利于交通的一种人工建筑物。
它由上下两部结构组成。
上部结构包括桥身和桥面，下部结构包括桥墩、桥台和基础。
它们高悬低卧，形态万千，有的雄距山峦野岭，古朴雅致：有的跨越岩壑溪间，相映增辉；有的坐落
闹市通衢，造型奇巧独特；有的别致新颖，巧夺天工。
可谓五花八门，姿态万千。
但桥是为人类服务的，它的诞生也决定了它的价值和用途。
生活中，桥总是默默无闻地为行人车马跨江过河飞津济渡，无论雨打风吹，严寒酷暑，它毅然支持着
那段路面。
建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跨水或者越谷的交通，以便于运输工具或行人在桥上畅通无阻。
若从其最早或者最主要的功用来说，桥应该是专指跨水行空修建的“道路”。
故《说文解字》段玉裁的注释为：“梁之字，用木跨水，今之桥也。
”说明桥的最初含意是指架木于水面上的通道，以后又引伸为架于悬崖峭壁上的“栈道”和架于楼阁
宫殿间的“飞阁”等天桥的形式。
现代的桥又在城市交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平地起桥（立交桥），贯通东西南北，不仅有助于缓解交
通堵塞，还成为现代化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2.我国桥的特点　　由于中国地形复杂多变，且江河水系发达，因此中国从古代便与桥结缘，许
多古诗词中就有记载“长虹卧波”缘于杜牧的《阿彦宫赋》，“洛水桥边青日斜”来自刘禹锡的《浪
淘沙》，可见中国的桥是自古就有渊源的。
　　中国山川众多、江河纵横，是个桥梁大国，无论是建桥历史、建桥技术，还是桥梁数量都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
从赵州桥到南京长江大桥，千百年来，桥梁早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地理气候、文化习俗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都
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桥梁的建造基础结构形态，价值用途各有不同。
具体说来大致有如下特点：　　（1）地域性。
　　我国土地广袤，南北之间和东西之间的桥梁，受所在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的影响，因地制宜，都
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风格和特色。
如北方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地势较为平坦，河流水域较少，人们运输物资多赖骡马大车或手推板车
。
因此，这里的桥梁多为宽坦雄伟的石拱桥和石梁桥；西北和西南地区，山高水急、谷深崖陡，难以砌
筑桥墩，因此，多采用藤条、竹索、圆木等山区材料，建造绳索吊桥或伸臂式木梁桥；岭南闽粤沿海
地区，盛产质地坚硬的花岗岩石，所以石桥比比皆是；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因竹材丰富，便到处可
见别具一格的各式竹材桥梁。
从桥梁的风格上看，北方的桥如同北方的人，显得粗犷朴实；南方的桥也同南方的人，显得灵巧轻盈
。
当然，这跟自然地理也有极大关系，如北方的河流因水流量起伏变化很大，又有山洪冰块冲击，故桥
梁必须厚实稳重；而南方河流水势则较平缓，便于通航，故桥梁相对较纤细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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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样性。
　　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山河奇秀，南北地质地貌差异较大，因此对建桥的技术要求也高。
大约在汉代时，桥梁的四种基本桥型：梁桥、浮桥、索桥、拱桥便已全部诞生了。
这四种桥根据其建筑材料和构造形式的不同，又分别演化出：木桥、石桥、砖桥、竹桥、盐桥、冰桥
、藤桥、铁桥、苇桥、石柱桥、石墩桥、漫水桥、伸臂式桥、廊桥、风雨桥、竹板桥、石板桥、开合
式桥、溜索桥、三边形拱桥、尖拱桥、圆拱桥、连拱桥、实腹拱桥、坦拱桥、徒拱桥、虹桥、渠道桥
、曲桥、纤道桥、十字桥，以及栈道、飞阁等等。
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我国几乎是桥的集大成者，中国的桥如同桥梁各类的博物馆。
　　（3）多功能性。
　　我国古代的工匠师建桥，很注意发挥桥梁的最大作用，既能考虑到因地制宜、耐久实用，又能考
虑使桥梁尽量起到多功能的作用。
如江南的拱桥多为两头平坦，中间高拱隆起，使之既产生造型上的弧线美，又利于行舟。
而南方地区常见的廊式桥，则更充分反映了一桥多用的特点。
南方雨多日照强，桥匠便在桥上修建廊屋，这不仅为过往行人提供了躲避风雨日照、便于歇息的场所
，而且还增加了桥梁的自重，以免洪水把桥冲掉，同时起到保护木梁、铁索不受风雨腐蚀的作用。
此类廊桥，因是人员过往要冲，故还利用它兼作集市、住宿和进行各种商业活动。
如广东潮安县的湘子桥，素有“一里长桥一里市”之称，桥中设一段可以开合的浮桥，以利通航；桥
上建廊屋、楼后做集市，其间店面栉比，自晨至暮，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以至不闻不见咆哮的潮水
和宽阔的江面，故民间流传有“到了湘桥问湘桥”的笑话。
因此，中国古代桥梁的设计模式，功能性占主要因素，桥的建造即决定其用途，最大限度的为人类所
用。
　　（1）群众公益性。
　　桥梁自产生开始，便以属于民众共有的社会性出现。
我国的传统建筑，一般为私有性，唯有桥梁，不管是官修私建的，都为大众所公有。
因为，桥的建造是为人民服务的，有利于人们的日常交通生活，因此，桥的建设具有公益性。
数千年来，爱桥护桥成为一种良好风尚，而“修桥铺路”则是造福大众的慈善行为，被民众所推崇。
因此，修桥或建桥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查看史志，我国历来修桥建桥的方式，大概有四种：一是民建，即由一家一姓独立建桥；二是募捐集
资，报请官府审批，协力兴建；三是官倡民修，由地方官倡导，士绅募捐，并指派官吏或商绅主持完
成，这类桥多属较大的桥梁；四是全由官府拨款施工兴建的。
所以，我国古桥遍布各地，连穷乡僻壤也有许多建桥。
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居世界首位。
　　以上四点便是我国古桥的基本特点，因桥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这正是这些特点，使桥更具利用
价值和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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