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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
致远《天净沙·秋思》里的这句古诗让我对
桥有了深刻印象。桥是一种沟通两地、跨
越水面和山谷而利通行的建筑物，给人们
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中国是桥的故乡，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从古至今，绵延不绝。
遍布在大江南北的历代桥梁，一座座千姿
百态，似飞龙在天，如长虹卧波，像彩练飞
舞，谱写了技术与文明的篇章，蕴含着千
百年传统文化的精髓。

《桥上桥下的中国》是复旦大学历史
地理研究所教授李晓杰撰写的以“桥”为
名的新著。作品以我国古代桥梁的起源、
发展及其特点作为主线，对桥梁基础的类
型及建造技艺进行全面而形象的介绍。
就每一座古桥而言，在结合介绍桥梁特色
和技术成果过程中，写出了其形制、结构、
功能、审美、历史、文化典故、民族特色，同
时也浓彩淡墨式展现了每一座桥梁的绰
约风姿，它们跨越古今，构造别致多样，呈
现出了丰富的桥梁样态，就犹如欣赏一册
中国古代桥梁珍藏集。

全书共分为“天堑条条变通途——古
今史话”“梁拱锁浮齐斗艳——营造之术”

“力与美中奏和弦——构建之妙”“别具一
格美如画——园林飞虹”“文人墨客竞折
腰——诗中赏桥”“苍龙负空连胜负——
桥上战事”“人杰桥灵忆往事——佳话典
故”“鹊桥仙中桥仙缘——神话传说”“年
年岁岁心系桥——桥俗民风”9个篇章，内
附很多桥梁的手绘图，生动地将古典桥梁
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具有很高的科学
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书中李晓杰不仅介
绍了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中国古桥，还以

细腻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说古代桥
梁的建筑材料和建造形式，并挖掘出桥梁
的发展轨迹，以及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
人物故事，并评述了中国古桥的技术与艺
术达到的至高水准。

《说文解字》云：“桥，水梁也，从木，
乔声。”早在远古时期，人们跨越河流和
峡谷利用自然倒下来的树木以及谷岸生
长的藤萝作为跨越的媒介，后来人们从
中受到启发，才逐渐出现了有意识的伐
木搭桥。西周至春秋时期是桥梁起始时
期，当时已建有梁桥和浮桥。《诗经》就记
载道：“有狐绥绥，在彼淇梁。”秦汉魏晋
南北朝时期是桥梁的发展时期，在此期
间修筑了不少桥梁。比如，其中最有名
的当属位于今天陕西西安灞水之上的灞
桥。据《三辅黄图》记载：“灞桥在长安
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
别。”自桥梁建造之后，两千年间一直是
长安与潼关以东的交通咽喉，又是古人
折柳送别的所在，留给后人不少传颂的
著名诗文。

隋唐两宋时期，当时的能工巧匠不
仅推广运用前人造桥的经验和智慧，而
且创造了许多伟大奇迹，是我们古代桥
梁的全盛时期。首先要说的就是隋代工
匠李春创建的赵州桥，距今已 1400 多年，
是世界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的敞肩圆
弧石拱桥。其首创“敞肩拱”，中间是个
大拱桥，左右两边还各有两个拱形小桥
洞，既减轻了桥的重量，又增加了桥的流
水面积，发大水时能够更高效地分泄洪
流。桥面栏板望柱浮雕蛟龙奇兽或盘或
踞，或飞或腾，跌宕多姿，引人入胜，显示

了苍劲古朴、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赵
州桥是我国造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
全世界后世桥梁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样瞩目的还有建于南宋乾道年间
的广东潮州的广济桥、北宋名臣蔡襄主
持修建的泉州洛阳桥等等，这些桥梁的
不断涌现不仅体现出古代造桥技术的成
熟，也体现了劳动人民不断探索和创新
的民族精神。

元明清三代，是桥梁集大成而完善
的时期，当时更加注重对古桥的修缮，延
长桥梁的使用寿命。众所周知，位于北
京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始建于金代（1189
年），明正统九年（1444 年）重修，清康熙
三十七年（1698 年）重建。“卢沟桥的狮子
——数不清”，该桥最令人震撼的是石狮
子的雕刻，荟萃了金代、元代、明代、清代
和近现代的石狮作品，个个雕刻精美，神
态活现，融汇了各个时代的艺术特征，组
成 了 一 座 天 然 的 石 狮 博 物 馆 。 除 此 之
外，卢沟桥又以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地
而载入史册。

茅以升先生曾说过：“桥是科学、文
化和艺术的创造，是一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用途，孕育出了各种
巧夺天工的大小桥梁，造就了享誉世界
的桥梁文化。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
天，越来越多的奇伟桥梁更是拔地而起，
耸入云端，充分彰显着人民的智慧和国
力的强大，但我们仍要将古桥梁的艺术
和文化特色弘扬和传承下去，这对我们
现代桥梁技术的发展大有裨益。

钟芳

——读《桥上桥下的中国》

爱读书的人，大概率是幸福的。正
如作家毛姆所说：“培养阅读的习惯就
是为你自己构建一座避难所，让你得以
逃离人世间几乎所有痛苦与不幸。”人
生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难题，也许父母帮
不了，老师教不了，朋友解决不了，或许
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

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十点读书，共
同打造了一本可以读书听书的日历图书
——《十点读书 去看见 2023》。一年 365
本书，每多读一本，就会多一份与生活博
弈的底气，也会多一份感悟幸福的能力。

将日历的主题设为“去看见”，是寄
希望于大家放下手机，适时适度与网络
分开，更多地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去看
见万事万物的美好，去爱每一个你爱的
和爱你的人，去享受生活的每一天。

12 个月还设置不同的子主题，如元
月是新年新气象，用“看见优雅的锋芒”，
赋予一个活力热情的新开始；4月是海棠
花盛开的春天，用“看见海棠花未眠”，去

敬畏一个渺小生命的庄重和盛放。
根 据 不 同 主 题 ，每 天 精 选 一 本 经

典，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
奖作品，以及各平台图书评分榜高分畅
销书，哲学、文学、心理学、社科等门类
图书均有所覆盖。从每本书中精选一
条金句，附带一个专属二维码，手机扫
码就能畅听一本书的精华内容。每天
只需二三十分钟，也许是清晨洗漱时，
也许是在公交、地铁上，也许是在午休、
晚 睡 前 ，也 许 是 每 一 个 自 在 独 处 的 间
歇，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充电时刻”。《十
点 读 书 去 看 见 2023》，就 是 一 座 陪 伴
你、我、他（她）的成长图书馆。

《十点读书 去看见 2023》，是一本能
触动心灵的插画集。35位插画师倾力绘
制 365幅原创画，可看到“家人闲坐，灯火
可亲”的温馨、万物生长的蓬勃，也可见
到观花赏月的闲适。生活中并不缺乏
美，缺少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小王子》的作者说过：“仪式感，就
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个
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期待这本有声
音 、有 温 度 、有 仪 式 感 、可 以 触 摸 的 日
历，能够用 365 天的陪伴，让你、我、他

（她）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梦想与幸福！
选自《学习强国》

——听读《十点读书 去看见 2023》

体会时光中的人生至味

凝结着历史和文化的桥梁之美

《透明》

本书研究近代中国视觉文化，以视
觉性为线索，从绘画、画报、摄影、幻灯、
电影等艺术门类，乃至小说与报章文字
所记录的视觉经验、视觉感知，力图描画
和分析近代中国所呈现的视觉图景、图
像，并将之与晚清的政治氛围、文化心
理，乃至全球跨文化的图像、媒介与思想
的流通联系在一起，由此勾勒出近代中
国的视界政体，并揭示其与中国人主体
性形成的关系。

作者唐宏峰，北京大学学者，专著有
《旅行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旅行叙事
研究》等。

毕业生张云松终于得到一份广告公
司的文案工作，但陌生复杂的职场规则、
猛然落下的经济重压，令他渐渐消沉。
直到在一个名叫望花的小镇出差，他遇
见赵娟，一个迫于家庭压力不得不留在
镇上的女孩。两个同样渴望逃离的年轻
人惊喜于彼此的相似，他们在犹豫和试
探中越走越近，却发现，一种障碍横亘在
他们之间……

作者邓安庆，已出版《纸上王国》《柔
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我认识了一个
索马里海盗》《天边一星子》等作品。

《望花》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本书中的一系列文章对北京城的兴
起和发展变迁史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精辟
的阐释，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均
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于今天的城市规
划与保护依然极具参考价值。作者一生
致力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从河湖水
系和地理环境入手，系统地揭示了北京
城起源、形成、发展、城址转移的过程。
本书精选了他撰写的 55 篇相关作品，论
述中饱含着作者对北京城的深厚感情。

作者侯仁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
要开创者之一，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
集》是有关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权
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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