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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代桥梁的类型和艺术风格

杨 云 芳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3 11 3 0 0)

摘 要 对浙江 的古代桥梁作 了较为详尽的调 查研 究
。

按结 构把古桥分 为拱桥
、

梁

桥
、

纤道桥
、

拱桥与梁桥结合的桥
、 , \ 字形石桥

、

屋盖式桥和金属结构桥等 7 种主

要类型
。

论述 了它们的特点
,

并就 古桥的艺术风格进行 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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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古代桥梁千姿百态
。

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民族风格的传统桥梁建

筑艺术
。

在其造型
、

结构
、

平立面布置和局部装饰等方面
,

都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民的智慧和

创造才能
。

1 浙江古代桥梁的类型和特点

浙江古桥的类型按其结构不 同可分为拱桥
、

梁桥
、

纤道桥
、

拱桥与梁桥结合的桥
、

八字

形石桥
、

屋盖式桥和金属结构桥等
。

1
。
1 拱桥

拱桥是浙江古代桥梁中一种主要的类型
,

且均为石拱桥
。

它与梁桥不仅外貌不同
,

并且

两者受力有原则上的差别
。

石拱圈是利用天然石料耐压特性
,

巧用拱圈力学原理
,

使石材相

互挤压得到跨水目的
。

浙江古石拱桥的最大特点是薄拱薄墩
,

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
。

国内其

他地方多跨连拱很多
,

但多采用墩身厚重
,

尤其是北方的石拱桥
。

根据清官式石桥的做法
,

拱圈厚度均为拱跨的 16
.

0%「’ J
。

浙江许多石拱桥的拱圈厚度为3
.

。%左右
,

最小的仅 2
.

4%
。

薄墩是指多孔的石拱桥中
,

相邻两孔间的桥墩厚度极薄
。

国外一直到 18 世纪才有这种薄墩的

建造 [ ’ J
。

浙江薄拱薄墩起始较早
,

余杭的长桥建于明弘治 7 年 (公元 14 9 4年 )
,

已 有 5 0 0 a 以

上的历史
。

杭州的拱窟桥
,

嘉兴的长虹桥
,

吴兴的万魁桥等
,

均为薄拱薄墩的石桥
。

它们都

经历了数百年之久
。

拱桥的形式有单孔和多孔连拱两种
,

以单孔的最为常见
。

多孔的有 3 , 5 , 7 , 9 孔
,

均为奇数孔
。

所用材料有条石
、

块石和乱石
。

拱圈形式有半圆形
、

圆弧形
、

马蹄形
、

折边形

及椭圆形等
,

其中等截面半圆形占大多数
。

这种形式配料较为方便
,

为民间匠师所熟谙
,

容

易掌握
。

拱圈砌筑工艺
,

平原地区以纵联分节并列砌筑比较普遍
,

也有分节并列及框式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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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联砌筑
,

还有的采用石板拱
,

拱圈很薄
。

山区
、

丘陵地区则以规格较小的条石纵联砌筑
。

石拱桥主要分布于平原地 区
。

这是因为平原地 区河道通航需要较大的跨径和净空高度
。

·

山区

的石拱桥数量也较多
。

它们大多利用天然岩基立脚
,

横跨梁谷
,

形如半月
。

丘陵地 区河道宽

阔
,

不易建筑石拱桥
,

因而数量少
,

但其建筑规模比平原
、

山区要大
,

多为多孔拱桥
。

浙江的石拱桥建筑历史悠久
,

大部分石拱桥虽经历了数百年
,

却仍然完好
。

宋代的桥梁
,

除了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和李篙的《水殿纳凉图》等宋代画作中有所见外
,

存世之物已不

多见
,

而建造于南宋嘉定 6 年 (公元 1 2 13年 )的义乌古月桥 ( 图 l )
,

依然卧于清波之上
,

实属

可贵
。

一

一
\

丫入

图 1 义乌古 月桥

不` 19
.

1 ( j u y u e l玉r id g e i n 、
’

i w u !

1
。

2 梁桥

梁桥
一

也是古桥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桥型
。

它以过梁作为桥的直接和主要承重构件
。

一般情

况下
,

梁安置平直
,

故又称为平桥
。

梁桥按其所用材料不 同
,

可分为石梁桥和木梁桥
,

其中

以石梁桥居多
,

约占70 % 以上
。

石梁桥选用天然石材凿成梁和柱
,

在跨度不大的桥孔条件下
,

既方便又有天然的质感
。

它的上部结构有石板
、

石梁和梁板结合 3 种形式
。

桥的下部结构
,

在丘陵地区一般采用石墩
,

平原地 区则 以石柱为多
,

有条石统柱和接柱
,

也有将石柱密排成

为薄壁墩
。

为丁便于平原河网地 区的通航
,

需要抬高桥面
,

除了在桥端设置石阶外
,

还将桥

面做成弧拱形或者采取分级抬高的办法
。

中间主孔最高
,

边孔较低
,

但 又比地面略高
,

成为

分级的平桥
。

嘉兴的急水桥
,

桥面分级升高
,

共 3 孔
,

中孔跨 4
.

6 m
,

两边孔各 1
.

l m
。

建于宋宝枯丙辰 4 年 (公元 1 2 5 6年 )的绍兴八字桥 ( 图 2 )是世上石梁桥的古稀建筑
。

全桥

平立面布局合理
,

造型精巧
,

颇为别致
。

在 正桥东端沿河岸建筑两条南北引道
,

用石阶分向

南北
,

降至漪面
。

引道东侧距房屋东侧约 1
.

5 m
,

建一条较低而平缓的便道
,

以利通行
。

正桥

西端建两条引道如斗形
,

一接东西大道
,

一接西岸南北大道
,

桥上四通八达
,

来往方便
。

桥

身高出街面 5
.

0 ` n ,

跨 径 4
.

51 11 ,

侨面净宽 3
.

2 m
。

绍兴八字桥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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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绍兴八字桥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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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梁桥分布普遍
,

木梁桥则多见于山区
。

木梁桥具有结构简单
,

施工方便
,

就地取材之

优点
,

但易腐蛀
,

不耐久
。

诸暨的泪池桥全长 2 7 o
.

0 m
,

是浙江木梁桥中最长的一座
。

1
。

3 纤道桥

结构与梁桥相同
。

因其主要是为船工提供拉纤的通道
,

故单独作为一种类型而称纤道桥
。

纤道桥主要分布于平原河面开阔之处
。

其所用的材料有砖石的
,

也有木材的
,

以石板为多
。

1 9 8 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于绍兴柯桥的绍兴古纤道桥
,

是在宽阔的运河浅水

中建筑起来的一条与河道平行的带状纤道长桥
。

这种桥型在国内外其他地区未曾发现
,

为浙

江所独有
。

它建于同治年间 ( 1 5 6 2~ 1 5 7通年 )
,

长达 3 s 6
.

2 m
,

共 1 1 5跨
,

每跨净跨 2
.

o m 左右
。

桥面用 3 根条石拼成
,

宽 1
。
s m

。

桥墩用条石干砌
,

墩厚 1
.

s m
。

桥面底部一般都接近水面
,

只有东端第45 跨较高
,

以便小舟通行
,

桥头两端各设茶亭一座
。

绍兴古纤道桥是全国十大名

桥之一 [ , J
。

1
。

4 拱桥与梁桥结合的桥

该桥型既有利于排洪和兼顾众多的大小船只通航
,

又便于陆上交通
,

颇具水乡井矛色
。

位

于绍兴柯桥跨越萧绍运河上的太平桥 (图 3 )
,

始建于明万历 48 年 (公元 1 6 2 0年 )
,

重修于清咸

丰 8 年 (公元 1 85 8年 )
,

是一座 1孔净跨 10
.

o m的石拱桥与 9孔各净跨 3
.

0一 4
.

0狱的石梁桥结合

的多跨桥梁
。

拱桥在南
,

为通航主孔
。

石梁桥在北
,

拱圈为纵联分节并列砌坑的半圆拱
。

纤

道沿拱脚贯穿而过
。

拱桥南端落坡中设平台
,

经平台折向东西两侧下桥
。

靠着拱桥的 3 跨梁

桥较高
,

跨度也较大
,

然后以 3孔 1组依次下降
,

至北端与船码头相接
,

以便水运与陆运相

衔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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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绍兴太平桥

F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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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八字形石桥

这种桥型数量不多
,

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丘陵地带
,

具有朴素自然
,

经济实用之特色
。

由于设置了八字撑
,

可增大跨径
,

中间的石梁可短些
,

克服了石梁桥跨径过小的弱点
。

结构

强度比石梁桥优越
,

稳定性较好
,

但仍有一般石梁桥以石梁承受弯矩的不足
。

承载能力比石

拱桥差
,

但其用料比石拱桥少
,

构造比石拱桥简易
。

一般用平整的长条石干砌
,

不用粘结材

料
。

八字形石桥以单孔为最多
,

多孔的既有奇数孔
,

又有偶数孔
。

多孔较长的如诸暨的溪缘

桥
,

全长 1 4 3
.

3 m
,

共 15 孔
,

每孔净跨 7
.

9 m
,

桥面宽 2
.

2 m
,

桥型端庄
,

线 条 匀净
,

颇为可

取
。

八字形石桥的历史要比石拱桥短
,

但百年以上的也为数不少
。

丽水桃花桥建于光绪 19 年

(公元 1 8 9 3年 )
,

衙县神仙桥 也有20 0 a 以上的历史
。

1
.

6 且盖式桥

屋盖式桥是在桥上建屋
,

以屋护桥
,

桥屋一体
,

全用木料搭建而成的一种桥型
。

造桥屋

可起到压重和防腐作用
,

较好地弥补了由于基础安置不当
,

埋入深度不够而造成桥易被冲垮的

缺点
,

同时也可克服当活载偏在多孔伸臂梁的左右伸臂的一侧时
,

因自重不足
,

容易引起梁的

倾覆的不足
。

这种桥型外形端庄雄伟
,

结构独特
,

具有民族风格
。

创建于宋开禧 3年 (公元 1 2 0 7

年 )
,

隆庆 2 年 (公元 1 5 6 8年 )扩建为 9 孔 10 墩
,

万历 4 年 (公元 15 7 6年 ) 添建桥屋 49 间的武义

熟溪桥
,

全长 1 39
.

9 m
。

桥墩用条石干砌
,

桥面为木结构
,

桥屋上覆盖青木瓦
,

中间一孔建法

角亭
,

桥头两端建门墙
。

桥屋上浮雕栩栩
,

气势磅礴
,

宏伟壮观
,

不仅能遮日躲雨
,

防雪抵

雹
,

而且设计精 良
,

技艺高超
,

不愧是一件可贵的建筑珍品
。

1
。

, 金属结构桥

在浙江古桥中
,

金属结构桥数量最少
,

历史也短
,

但结构型式各有不 同
。

已有80 a 以上历

史的奉化方桥为单孔下承式钢架木面人行桥
,

净跨 72
.

o m
,

分 12 节间
,

间跨 6
.

o m
,

桥面宽5
.

0

m
。

奉化的亭山桥也有 70 a 以上的历史
,

为工字梁系杆拱桥
。

2 浙江古代桥梁的艺术风格

浙江古桥的建筑不仅着重于实用
,

而且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传统
,

使之美丽多姿
,

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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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水光山色之间
。

2
。

1 艺术造型优美

浙江古桥的美首先表现在结构造型上
,

并达到结构与形式的统一
。

浙江的古桥多有笔直

的中轴线
,

左右均齐的对称造型
,

给人以古朴苍劲的艺术美感
。

建于清嘉庆 8 年 (公元 1 8 0 3

年 )的嘉兴长虹桥 (图 4 )雄踞塘岸
,

横跨古运河
,

是一座罕见的巨型 3 孔实腹石拱桥
,

气势雄

伟
,

遥遥相望
,

形似长虹
。

毅毅毅

图 4 嘉兴 长红桥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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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拱桥造型优美
,

薄拱轻盈
,

无论是圆拱高耸
,

或是长桥压波
,

总能和周围环境相映成

趣
,

更平添了一分诗情画意
。

它不仅具有曲线柔和的形式美
,

而且更在于它是建桥材料和拱

结构理论的结合产物
,

使石料耐压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
。

其长系石与间壁的设置
,

既为结构

本身所需
,

又增添了艺术装饰
。

薄拱薄墩的桥体
,

似飞若动
。

桥面顺拱势以曲线与河岸衔接
,

使桥的纵断面波浪起伏
。 “

弯弯飞桥出
,

敛敛半月毅
” 。

屋盖式桥
,

巧妙地把功能与装饰有机结合在一起
。

桥屋不仅起到镇压
、

稳定
、

保护木桥

的作用
,

而且可以让人憩息
,

为桥梁增添色彩
。

桥上建屋收到了实用
、

坚固和美观的全面效

果
。

武义的熟溪桥
,

其亭檐层层向上
,

如翼欲飞
,

一眼望去
,

廊楼重领联阁
,

既雄伟又玲珑

秀丽
,

镶于青山绿水之中
,

令人陶醉
。

长长的桥廊
,

宛如游廊
,

供行人观赏和休憩
。

雕梁画

栋
,

栩栩如生
,

进入桥屋如入华堂高阁
。

古代的桥工匠师
,

在运用力学原理上具有独特的风

格
,

使力和美很好地统一起来
。

熟溪桥
,

在桥墩上堆硬木垛 6 层
,

两边层层挑出 长达 1
。

7~

2
。

Z m
,

成双悬臂
,

上架圆木纵梁
,

梁上铺枕木
,

上再铺桥栅
,

复以木板
。

艺术中普遍使用的手法式矛盾
,

如刚柔
、

虚实
、

疏密
、

抑扬等等
,

需要生动和 谐 的安

排
,

使艺术富于节奏和韵律
。

古代石拱桥较好地产生了这样的艺术效果
。

从桥的正面和侧面

依次看
,

则有刚有柔
,

有实有虚
。

桥孔的有张有敛
,

给人有疏有密的感觉
,

以至看整座桥
,

视线有起有落
,

有滞有流
。

桥面的曲折
,

坡的缓急
,

踏步的节奏
,

都给人
“

别有 一番滋味在

心头
”

的感觉
。 “

市桥携手步迟迟
” ,

写出了富于韵味的拾阶登桥的乐趣
。

所有这些都是浙江古

代桥梁艺术上的一大特色
。

2
.

2 与环境相协调

浙江古桥十分重视与环境的协调
,

由于桥的存在
,

又增加了环境的美
。

桥近水而非水
,

似陆而非陆
,

架空而非空
,

形成了水
、

陆
、

空
一

3 个系统的交叉点和聚焦点
,

使之与周围环境

密切配合
,

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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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薄拱轻盈联环的拱桥
,

桥孔本身与水中的倒影相合成圆
,

虚实相接
,

波光粼粼
,

秀

丽异常
。

花岗岩石板铺成的长长的古纤道桥
,

安祥而静静地躺在绍兴柯桥附近古运河的水面

上
。

人们站在纤道桥头
,

极 目远望
,

河与桥相接
,

不尽其端
。

近看
,

则桥影倒映水中
,

有若

垂虹
,

为水乡增辉生色
。

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纤道桥已成为旅游胜地绍兴的一大奇观
。

杭州西湖苏堤平坦的直线舒坦
,

平静和祥和
,

由六桥所组成的节奏给宁静的湖面
、

远山和长

堤增添了极强的动感序列
。

这不仅丰富活跃了苏堤的立面造型
,

使之此起彼伏
,

清灵通秀
,

并使人联想翩翩
,

勾画出
“

断桥残雪
”

等一幅幅美丽的景色及
“

许仙白娘子断桥相会
,
的动人传

说
。

钱塘江大桥与六和塔的组合形象成为杭州的一大标志
。

这两个建筑
,

一合一分
,

一横一

竖
,

一华一简
,

与自然浑然一体
,

成为杭州城南大门的一个重要景观
。

江南水乡家家临水
,

户户邻桥
,

桥连着街
,

接着巷
,

五步一登
,

十步一跨
,

举 目皆是
。

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桥梁构成了群桥景观
。

人们桥头望月
,

桥栏乘风
,

桥晚迎阳
,

桥沿看霞
,

饱览四时之景
。

构成了
“

东西南北桥相望
,

水道脉分掉鳞次
”

的水乡景色
。

2
.

3 装饰精湛

古桥附属建筑的装饰起着不容忽视的烘云托月的作用
。

桥梁不同的部位
,

采用不同的装

饰艺术
。

木桥的装饰
,

除桥屋之外
,

较为简单
。

唯独石桥的装饰极为丰富
,

且民族性极强
。

浙江古石桥的装饰多在栏板
、

望柱
、

拱圈
、

龙门石和山花墙等处
,

为桥上和水上均能瞩目的

部位
。

装饰的内容 以人物或神像为少
,

绝大多数雕刻的是动
、

植物
。

雕刻的动物主要有龙
、

狮
、

马
、

猴和鲤鱼等
,

其中以龙
、

狮最为常见
,

约占90 % 以上
。

石雕中用的最早最多的是龙
。

刻龙主要的位置是拱圈正中的龙 门石上及正中桥墩上
,

其

次是栏板和望柱上
。

狮子多雕刻在柱头上
,

约占桥上狮雕的80 %左右
,

其余狮雕均在桥洞两

侧
,

桥栏板及龙门石等部位
。

在桥的两端
,

左右各放置一石狮的也不少
。

狮雕姿态各异
,
有

的昂首挺胸
,

仰望云天
;
有的双 目凝神

,

注视桥面
,
有的侧身转首

,

两两相对
,

如在彼此传

语 ;
有的高竖双耳

,

聆听着桥下潺潺流水
。

雕刻精细
,

栩栩如生
。

桥上也有雕刻其他动
、

植

物的
。

三门的花桥
,

栏板栏柱上分别镌刻两龙舞珠
,

双狮抱珠
,

麒麟送子
,

骏马奔腾
,

喜鹊

衔梅
,

风穿牡丹
,

出水荷花
,

还有白象糜鹿
、

松鼠
、

玉兔等珍禽异兽
,

奇花异草等图案
,

形

象生动逼真
。

柱头做法
,

随机灵活
,

雕刻的动
、

植物几何形态无所不有
。

建于嘉庆初年的温

岭金清大桥
,

桥面两旁的石栏板上都饰有花卉图案
,

栏间石柱 10 8根
,

柱头上圆雕石狮
、

荷花

和莲蓬
。

建桥至今
,

雕饰宛然
,

在桥梁建筑上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
。

这些都形成了浙江古桥

艺术的独特风格
,

体现了浙江古代石雕艺术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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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6年我院各类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结束

4 月 3 0日院科研处派专人将省自然科学基金和省教委科研项目申请材料送达有关部门
,

且初审全部合格
,

表明 1 9 9 6年度我院各类科研项 目申报工作已基本结束
。

据初步统计
,

今年

我院共组织各类科研项目40 余项
,

其中包括国家
、

省自然
、

社科科学基金项 目 14 项
,

省教委

7 项
,

省林业厅 5 项
,

省科委
“

九五
”

重点科技攻关招标项 目 1项
,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基

金 1项
,

院科研基金项目14 项
,

以及横向合作课题若干项
。

从总体看今年申报项 目的数量
、

质

量均比上年度有较大提高
。

主要原因有
:

①院科研处加强了对科研项目的组织和宣传发动力

度
; ②各部门领导的充分重视 ; ③青年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有较大提高; ④我院制订的各类科

研配套措施的认真落实
,

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 凌申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