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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古桥的绝世技
艺，让他醉心

走进罗关洲的古桥展览
馆，你可以在地上、展台上看到
一座座木制的拱桥模型。他
介绍，这些古桥模型都是自己
对现存古桥的复刻，“我每天
早上9点到展览馆，一直要待
到下午3点，除了设计和指导
桥模制作，还要给来参观的人
们讲解中国古桥的历史文化与
技艺。”

展览馆的展板是罗关洲自
己设计的，也是他的研究成
果。“我在1989年发现了悬链
线拱古桥——新昌迎仙桥和嵊
县玉成桥，并在杂志上发布了
照片。1990年初在《浙江交通
科技》第一期发表了与黄湘柱
合作的论文《中国古代优秀桥
型的新发现》，是用我的实测数
据证明的。”

罗关洲透露，他在大运河
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研讨会
论文中提出的大运河三座立交
桥的发现，为大运河成功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加了分。

“我还曾发现绍兴广宁桥
的倒置直角三角形定位石。这
一部件石质与全桥统一的石质
不一样。它用特定的石料定
制，在起拱时用来确定拱板角
度。这说明这座桥拱圈石都是
根据设计方案定制后，再上拱
架进行安装的。安装时，倒置
直角三角形的长直角边垂直于
桥基石，七折边第一块拱板紧
贴三角定位石安装定位。”诸如
以上发现的展板，几乎挂满了
罗关洲的整个古桥展馆。

“椭圆形拱是两个圆心。
两个以上圆心曲线的桥拱，我
将它们归到这一类。这个名词
我没有想准确，这类古桥又统

称椭圆形拱桥，其实，这类桥拱
是三维空间中的多圆心曲线。
所以，这类古桥还要准确定
名。古拱桥的收分和变幅技艺
使桥拱不垂直于水面。”作为古
桥研究者，罗关洲始终怀揣着
一颗学徒的心。

采访中，罗关洲还回忆起
一次实地调研的经历，“2008
年那场大地震后，我在绍兴考
察发现，一座古代拱桥受地震
影响，由半圆拱变成了椭圆拱，
即使这样，这座古代拱桥依然
能够屹立不倒，展现了古代榫
卯技术的科学性与耐用性。”

谈及自己多年研究耕耘的
初衷，罗关洲说：“茅以升先生
说过，‘中国古代存在着超越时

代性质的桥梁科技’，我们要用
现代的科技去挖掘我们祖国的
桥梁科技，让它们能够发扬光
大，并且运用到现代的桥梁建
设当中。”

桥文化，运河之上的
璀璨明珠

“在绍兴有这样一句话：无

桥不成村，无桥不成路，无桥不
成市。”罗关洲告诉记者，流传
至今的中国古桥有一万多座，
而在绍兴就有700余座。“绍兴
古桥横跨在大运河之上，将运
河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勾连
在一起，若没有桥，绍兴地区的
乡村、城镇，政治、经济和文化
都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古
桥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匠人的
技艺与智慧，更是世代与桥相
伴的人民的文化与生活。”

在展馆的一角，罗关洲还
专门摆放了一排立柜，柜子的
每个格子，摆放的是与大运河、
古桥相关行业的历史物件：纺
织业、日用品制造业、茶业、食
品加工业、盐业……各式各样
的物件，将整个柜子塞得满满
当当，用实物来注解“桥梁是一
国文化的表征”。

有桥必有水，有水必有
船。如果说桥打通了运河两岸
的文明，那船便是将运河的上
下流域贯连了起来。

在古桥展馆，也有对绍兴
古船文化的介绍。绍兴古船文
化融合了古船制造、指南针应

用，风帆、船舵、潮流、天文地理
等航海科技文化和商品文化、
水运文化、民俗文化等内容。
绍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港
之一，是中国大运河在浙东的
集散中心，古代浙东转运使司
官府就设在绍兴。大运河连
接海上丝绸之路，绍兴古船文
化在大运河文化中具有特定地
位。这些文化、技术交流的桥
梁作用都是中华桥文化的广义
内涵。

越国戈船、楼船、双枝檐
船、明瓦船、红头樟船……在展
馆的展板上不仅有古桥，还有
对这些古船的详细注释与配图
说明。不同时代的船只罗列在
一起，见证的不仅仅是工匠技
艺的传承变化，更是时代的发
展、历史的变迁、文明的延续。

让古桥走出中国，迈
向世界

罗关洲表示，浙江绍兴的
古桥拥有极高的地位与价值，
除有名的赵州桥之外，绍兴古
桥可以说是“十大古桥群，九项
称冠军”。“绍兴古桥数量多、品
类多、技艺高，而且保存完好。
其中，除了依赖极为先进的建
桥技术，同时也离不开绍兴地
区数千年来人们对城镇的规
划，以及对古桥的维护和管
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京
杭大运河申遗中，绍兴古桥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联合
国规定，只有70%以上属于原
建的古建筑或者古代工程才能
申遗。全国35个申遗城市中，
绍兴作为最后一批加入申遗的
城市，为大运河的申遗提供了
最为有力的遗存证据。”

罗关洲希望中国的古桥
系列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因
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拥有如此
完整且精湛的古桥系统。中国
的古桥群，理应走上世界文化
遗产的大舞台，让全世界都知
道，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宝贵遗产，也是整个人类历史
发展当中所形成的伟大的智
慧结晶。

罗关洲对中国古桥申遗信
心满满：“现存的中国古桥总数
最多、技艺最高，中国古石桥营
造技艺一定能成为世界遗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荀超谭羽清
实习生王仕豪

“古桥拥有着独特的魅
力，时时刻刻都在吸引着
我，去探索，去发现……”
走在古桥展览馆里，罗关
洲说。

提到桥，人人都会想
到“中国桥梁之父”茅以
升，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桥
梁技术作出了伟大而杰
出的贡献。在他的影响
下，中国走出了一位又一
位桥梁专家，而眼前的罗
关洲，作为茅以升基金会
中国古桥研究和保护委
员会副主任，致力于研究
中国古代桥梁数十年，在
他看来，自己是一位桥文
化的探索者与研究者。

2005年，“运河三老”
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
联名给运河沿岸 18 座城
市的市长寄去了一封公
开信。自此，大运河的申
遗拉开了序幕，前后共有
35 个城市加入申遗的队
伍，大力发掘发扬与运河
相关的历史遗迹，为大运
河的成功申遗提供有力
的遗迹证据。

浙江绍兴作为最后加
入的城市，其境内所保存的
古桥群与大运河息息相关，
八字桥、光相桥、广宁桥、泗
龙桥、太平桥……身为浙江
人的罗关洲，在公开信发表
后，当年在绍兴举办了《中国
大运河、中国古桥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研讨会》。

在一次古桥研讨会议
上，罗关洲见到了茅以升
基金会中国古桥研究委员
会总顾问罗哲文。“罗哲文
先生告诉我，中国古桥应
该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
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应该放在前面。”在罗哲文
指导下，罗关洲用实际行
动去研究、去探索、去发掘
中国古桥群的前世今生，
成为古代桥梁文化技艺的
守护人与传承人。

“古桥探索者”罗关洲：

让运河上的古桥走向世界

罗关洲在展览馆为记者讲解古桥结构。谭羽清 摄

大运河上的宋代立交桥广宁桥。谭羽清 摄

大运河上的古代立交桥——太平桥。谭羽清 摄

大运河上由主桥和辅桥组成的八字桥。谭羽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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