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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是如何建成的 

—— 我们古代的桥梁和造桥者 

茅以升 

（代发刊词） 

 

桥梁是极普通的建筑物，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要出门行

走，往往就会走过一座桥，有了桥，那阻挡道路的江河便可安然

渡过了。假若没有桥，我们的行动便只好局限于河的一岸。那时

对岸的人除了游泳，就无法过来，遇事只好隔岸观火，那是如何

的不便。桥梁是道路的的咽喉，是道路的要害。因此，战争时期

要想阻挠敌人的交通，有效的方法就是破坏桥梁。而在和平建设

时期，要发展交通，重要的方面，也是桥梁。桥梁与我们生活的

关系，实是太大也。 

现在介绍些我国古代桥梁和建桥者，来说明桥梁建筑在我们

历史上的发展，并略述近代的造桥技术来对照，以见古代桥梁中

有很多是合乎科学原理，并有高度技术者。我们现在铁路、公路

上的桥梁，都是最近四、五十年间建造的，当然都是现代技术表

现，其中不乏雄壮优美的结构。从这些工程里，我们可亲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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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劳动人民的功绩。在今后祖国的建设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新

桥出现，我们的桥梁工作者共同努力吧！ 

桥梁是几时造起的呢？说也有趣，我们人类倒并非造桥的始

祖。世界上最早造桥的，而且还是活动桥，原来就是我们的人类

祖先——猿猴。那时一群猿猴走到河边，要想渡到彼岸，便先由

许多勇士，一个个手抱着腿，尾緾着头，接连成一串“猴绳”，

然后由一位领队的，拖着后面这一大串爬上河边的高树上。大家

一齐着力，象打秋千似的摇摆起来，紧抱不放，越摇越远。那最

下头一个，就会抓着对岸的一颗高树，紧抱不放，于是这一长串

“猴绳”就成了过河的悬桥（猿桥），有了桥，其余的猿猴就都

好从这桥上爬过河了，等到大家走完，在河这边的那位位领队，

只须两手一松，这一串猿猴就摇摆过江，而这座悬桥便立刻不见

了。这样的悬桥，可算是世界上最古的桥。而悬桥又是桥梁中宜

于长跨度的形式。其基本原则，和猿桥完全相同。我们不能不佩

服猿猴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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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悬桥 

    悬桥是长桥式中最长者。这里所谓长，并非指桥的总长，而是指

桥的一孔之长。我们平常看到的桥，那一孔的长度（名为跨度），很

少在 50 公尺以上的。而现在最长的悬桥，它一孔的跨度可超过一千

公尺。因此，悬桥不仅能过江，而且还能跨海。现在悬桥的造法，是

先在江里建筑起二座桥墩，每座墩上筑起钢结构的高塔，并用两根很

粗的钢索并排地架在塔上，从江的这一岸，到对岸，这钢索就成了过

江的骨干，再从这左右两根钢索，放下许多下垂的钢绳，在钢绳的下

端，悬挂横梁，横梁中间，平铺桥面。这工程就完成了。桥面上的载

重，如汽车、电车、火车、行人等，先从桥面传到横梁，再到下垂的

钢索，再到悬空的钢索，再到钢塔桥礅和钢索的锚锭，最后再由桥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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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锚锭传达到江底的基础，所有桥面上车辆载重，最后都由基础承当。

但钢塔、钢索、钢绳、横梁、桥面等部分，都要能胜任传达到那一部

分的力量。这就是桥梁载重的原理。 

悬桥在我们国内，有很久的历史，如陕西、四川、贵州、云南、

西康各省，因山多水急，很早就有这类的桥。最著名的要算四川灌县

“都江堰”的竹索桥。每孔长约六十公尺。其特点在利用当地出产的

竹子，编成圆形的桥索，横悬过江，但因竹子容易腐烂，便每年轮流

抽换一根桥索。用本地生长的新竹做材料，将换下来的旧竹抵工钱。

如此，便长期地将这桥养护好。其次，有名的是贵州盘江桥（现已重

建为新式桥），明朝的朱家民造成的。孔长虽只三十多尺，但因当地

的地势奇险，而且用的是铁索，嵌在两旁的崖石里，（田处《黔书》）

因此在当时博得广泛的赞扬。还有如西康的沪定桥，云南的元江桥也

都是铁索的悬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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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浮桥 

我们历史上记载最古的桥，当是浮桥。在古时叫做“梁”。（《诗

经》《大明篇》：“迎亲于渭，造舟为梁。”）用很多的船，编排拼

紧起来，下面用绳索牵牢，上面铺板桥面。到了公元前二百六十五年，

我们记载里才有“河桥”字样。（《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五十

年，初作浮桥”此桥在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然此处所谓河桥，

仍是浮桥的意思。因此，桥梁二字的意义，在古时是不大分得清的。

（《说文》：“桥，水梁也”）记载比较可靠的浮桥，依年代说，最

早的要算晋朝杜预（约公元 207 年）在黄河孟津县东北所造的河梁桥

（三国志《杜预传》）。其它历史上有名的，如洛阳城外西南的天津

桥。隋朝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造）以铁锁系住大船，沟通南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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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步。并在桥的两头，夹路对造起四楼，各高百余尺。（《河

南通志》）。又如唐朝开元九年（公元 721 年）左右重修的蒲津桥，

熔铁为牛，以系缆，来牵住船只（《唐会要》）。又如宋朝淳熙八年

（公元 1181 年）唐仲民在浙江黄岩修造的中津桥，有二十五孔，用

五十条船，每船置一锭，扭竹为缆，来固定船的位置。（唐仲友修《中

津桥记》）又如明朝正德二年（公元 1507 年）左右，广西桂林漓江

上的永济桥，有七十多丈长，也是五十只船舶拼成的浮桥。它的特别

的地方是在两岸每边用铁柱二十根埋入地中，另铸两根铁缆，每根长

百丈余，放在船上来将船扣牢，这桥是陈金造的。（包裕《永济桥记》）。 

浮桥的好处是不需桥基，坏处是不能稳定，随水面涨落，而且仿

碍行船。但工料最省，容易修造。这类桥梁都是临时性质。古代所造

的，现时都无遗迹了。 

近代浮桥的造法，是用钢板做成浮桥，以钢绳牢锭河底，有来代

替桥礅。在两个“浮礅”之间，留有行船水道。然后在船上建造钢柱，

在钢柱上横梁，安装桥面，另在两岸修建活动的上下坡道，以迎合水

面的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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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梁式桥 

人类最早的桥，大概就是独木桥。这种桥，当然是更早于浮桥。

因浮桥要船，而造船是较高的技术。或者河边一株大树，偶然地倒下，

跨过河身，便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效法来用棵树过河，其后就演变成

独木梁了。这在过去中国古书上叫做《徒杠》（《说文》，徒，步行

也。杠，横木也。）其后，看到独木不夠宽，也许用几根树木并拢来

过河，上面不但可行人，也可走轿，如同《孟子》书上所说的“舆梁”

一样。再其后，看到河宽的地方，一根木头不夠长，就在水中壘起石

块作支柱，于是一根木长的桥，延长为几根木了。现地西南偏远地方

还有这样的桥。如同四川雅州的雅江水桥，用竹篾做成簍子，里面装

卵石，将许多石簍堆积地河中作桥礅，就是一例。（又如山东东昌府

武城县东，以前有冰桥，架木以渡，冰解方撤。）再其后，看到这种

做法，在深水中是无效的。于是想到在水里竖立木柱，木柱上面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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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桥，于是有了梁桥的初步型式。在造桥的技术上，是前进了一大步。

这种木柱代礅的桥，起源必甚早，但在古书中，还是到了汉朝才有记

载。（《史记》苏秦传：信如尾生与女子相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

至不去，抱柱而死。），以后的书中间或一见。如《唐六典》的天下

木柱之梁三，皆跨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又如，北京西南的

卢沟桥，金明昌桥，（公元 1190 年建，插柏为基，雕石为栏（畿辅

通志）。）王九臬重修，造大桥，长亘里许，为百孔，高三丈余，阔

二丈（《西安府志》）。历史上各地所造的木柱桥，为数必多，但因

木桥不耐久，古时所造的，如同浮桥一样，现在都看不见了。然而，

这种木柱桥梁，实是最经济的建筑，直到现在还是“便桥”的标准方

法。 

木柱不易持久，后来便有石和木两用柱，再后便有纯碎的石礅和

石柱桥。更有用铁柱的。礅上的横梁，也有木制的和石制的两种。如

陕西西安城北的中渭桥。 秦始皇时，（公元 200 年造）宽六丈，南

北长二百八十歩，分六十八孔，有七百五十根柱子。一百二十二座梁。

桥南用木柱，桥北用石柱，桥面也是木构。后来，董卓入关，将此桥

焚 。（《关中记》）又如洛阳天津桥，原是浮桥（见前）。到了唐

贞观十四年（公元 604 年）重修，便用方石，壘为 “桥脚”（《元

和志》）。也就是用石礅代浮桥了。此桥后来也是屡坏屡修。到了宋

朝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更由向拱大修。用大石的桥礅 ，高数

丈，并将桥礅做成尖形，以分水势。又在石礅内，每两石间的直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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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铁鼓”联系不，使石块联为整体。（宋书《河渠志》）。 这种

技术，在桥梁史上也值一提。又如唐武后时，（约公元 694 年）李昭

德在洛阳造利涉桥，因受洛水冲刷，修不胜修，他就累石代柱，，并

且将石礅做成尖形，以减水患，正与近代桥礅之意相合。（唐书《李

昭德传》）。以上两桥，都是用石作礅之例。至于石柱桥，起源当然

也很早。如秦朝渭桥壘石水中，谓之石柱桥。（《关中记》）又如《唐

六典》说“天下石柱”之桥，中桥，灞桥。又如，河北宣化鸡呜桥，

石柱七十有五，东西横列，长百步，阔十二歩，柱高一丈，如之。（《宣

化府志》）。又如，西安东安的灞桥，是汉朝造的，其后屡修，至道

光十三年（公元 1833 年）重建，便用石柱。在支桥处，一排六根，

每柱用圆形大石四块，上下壘砌而成。（《灞桥图说》）。想也有古

时的遗风。最少用的铁柱桥，如江西浮梁县臧地方（在宋代有臧洪）

用二根铁柱，架木为桥。。至宋未毁去（《浮梁县志》）。 

桥柱或桥礅上的横梁，有木制和石制两种。木制的当然是最普通。

如秦朝造渭桥及横桥。汉朝作便桥，跨渭河，均以木杰梁。（《初学

记》）。又如元朝都城初建时候（约公元 1277 年）其内外桥梁皆“架

木为之，而复以土”，凡一百五十六座。（元文类）都是木梁。但木

易腐朽，这类的桥大都不传了。记载较多是石梁桥。如西安灞桥，以

石为梁。（《初学记》）。又如汉顺帝时，（公元 135 年）命清洞、

马宪两人，监作洛阳建春门的石梁桥。不高大，而治石工密。旧桥首，

建两石柱。“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云，阳嘉四年乙酉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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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

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

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

佳，要妙之巧。”（《水经注》） 

石梁中最警人，名闻中外的是福建泉州洛阳桥。这桥是宋朝蔡襄

主办。九百年来，民间有蔡状元造桥的美谈。京戏里还有洛阳桥的灯

彩戏。这座桥，确实是伟大，值得特别地介绍一下。 

洛阳桥（并不在河南洛阳）在宋朝，名叫万安渡石桥。据蔡襄所

作记，是在福建泉州城东北，跨洛阳江，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 1023

年）起造，嘉佑四年（公元 1059）完工，共长三千六百尺，分四十

七孔，桥宽一丈五尺，费钱一千四百万。负责工程的人是卢锡、王实、

许忠，及僧义波、宗善等，共十五人。这桥石礅石梁式。礅的基础用

“种砺”保护。（宋史《蔡襄传》）。桥在左右有扶栏，并有南、北、

中三个亭子，气势雄伟，所以为当时泉州人作诗歌颂。蔡襄说： “一

望五里排琨瑶，行人不忧沧海潮，千古万古无倾摇。”（泉州府志）。

当建造时，困难实多，竟然完成，就不免有神话的传说。泉州府志里

说：在万安桥以前，那里是海渡。常死人。蔡襄的母亲迷于神话，一

定要他造桥，他因工程浩大，迟迟未动。他母亲于是写封信给海神呼

救，他只得照办，果然回书，里面有个 “醋”字。他说，这是海神

叫我二十日酉时动工，果然从那天，潮退八日，于是，就在那期间，

将桥基造好了。这段神话，大概是蔡襄当时为了鼓励工作情绪而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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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也许有他的苦衷。这座洛阳桥，后来到明宣德中（约公元 1430

年）因桥基下陷，潮涌石没，重修时增高三公尺，由李俊同僧正淳主

办。也是很难的工程。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 1607 年）地震，这座

桥又坏了。桥址复陷低，由委志礼大修，复旧。（均见《泉州府志》） 

在洛阳桥附近，有盘光桥，宋宝佑中，（公元 1257 左右）僧道

询募款修，是座石桥，长四百余丈，广一丈六尺，比洛阳桥还宽、还

长，但不甚出名，也是巨大工程。（见《泉南杂志》）。还有漳州虎

渡桥，宋嘉熙间，（公元 1238 年）造，长三千尺，桥趾高百尺，梁

最长者九丈，五十八孔，费钱三十万緍。陈正义造，（见《漳州府志》），

也是夠伟大。 

上述各种梁式桥，在礅上安梁，以承桥面，是一般情形中最普通

的型式。我们平常看见的铁路、公路桥，几乎都是这种形式。因为除

了特殊情况需要它式外，这是最合理、最经济的结构。在现在工程里，

这种桥可用木材、钢铁、或钢筋混凝土建造，因材料强弱关系，它们

的布置结构、筑法都不大相同，分述如下： 

（1）、木桥，多半是临时性质，作为便桥。但如保护得好，也

可用二、三十年。桥基一般地都是用木椿。桥分几孔，就打几排木椿，

上面用横木盖顶，横木之间，安装木梁，主梁上做桥面。木桥的每孔

跨度，普通都在十五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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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桥，这里所谓钢，是指桥的梁而言，至于桥礅，还是

用石砌或混凝土。钢梁有两种；或是用整块的钢板，或是用钢做的各

式焊件，并合成“花梁”，并合钢板或焊件，可用铆钉或电焊。钢板

梁或钢花梁，每孔普通都是用两个在两梁之间做横梁扣纵梁，上铺桥

面，或是铁路轨道，或是公路路面。为了抗风力和振动，两梁须有适

当联系，以防倾倒。 

造桥的方法，是先做桥礅，然后架梁。要看河流的情况，河身的

地质和其它技术条件来决定施工的计划。现在制钢技术进步，质料日

强。钢梁桥（两支式简单梁）的长度，每孔可到二百公尺以上。 

钢筋混凝土桥：在这种桥里，桥礅和桥梁，都是混凝土做的。里

面有钢筋，为的是增加强度。其结构和钢板梁的桥，大体差不多。桥

礅的建造，也相同。但在做梁时，因混凝土要在现场浇筑，不似钢梁

可以在他处制造，运来安装。因此，混凝土浇筑完成时，也就是桥礅

安装的完成。这种混凝土梁的长度比钢梁小得多，普通每孔不超过二

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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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悬臂桥 

悬臂桥是上述梁式桥的一种变格。这种桥的梁不仅是支持在桥礅

上，而是挑出两礅之外，因此梁的长度超出桥的跨度。这挑出部分的

梁，好似两只臂膀悬在礅外，故名悬臂桥。最长跨度可到六百公尺。

因此也是新的桥式。然而，我们古代，很早的时候，便有这种桥。那

时名 “飞桥”。历史上有记载的是从南北朝开始。如甘肃道河县，

有河夾岸，宽四十丈，在东晋义熙年间，（约公元 410 年），由佛教

徒在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才成。（这里记的五十丈，一定

有错误。）（《秦川记》）。又如，《沙州记》说：“吐谷浑国在河

上做桥，谓之“河厉”，长一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节节相次，

伸向河身，另有大木插入石内，纵横更镇，圧从两岸挑向河身，系到

两岸伸出的大木中间只隔离三丈时，再用木梁接通，上做桥面。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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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技术的表现。其后，宋明道中（公元 1023 年）青州洋水上桥，

因山水暴涨，水与柱斗，常常损坏，有“牢域庶卒”，非常聪明，用

大石壘砌固岸，取大木数十根相贯架为飞桥，无柱，五十余年不坏。

（渑水注录燕）。又庆历中，（公元 1044 年左右）， 陈希亮守宿

州，因汴桥常坏，，于是仿效青州，作无柱桥。又传其法。自汴至泗，

桥极多，俗名“江桥”，（宋史《陈亮传》）。可见当时悬臂桥之普

遍。直到现在，云南、甘肃、青海、西康各地还见有各式各样的这类

桥。足见其技术传播之远。近代的悬臂桥，除了取其能延长跨度外，

还有安装钢梁的便利。自从钢料用制桥梁以后，安装钢梁的技术，日

有进步，其方法之一，就是用悬臂的原理。用已装好的一孔桥，将钢

梁从此孔向两旁延伸来安装，这两旁桥孔的新梁为此递展，迄全桥装

完，不需在水中做工程，因此是一个经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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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拱桥 

梁式的主梁是笔直的，倘将这主梁向上弯成弧形，这桥便叫拱桥。

为何要将梁弯成拱呢？拿石梁来说，如这梁是直的，便要用一块整的

很长的块石 ，方能从桥礅上架起。如用两块石料接起来，非常困难。

因为桥上重量是要将两块石挤开的。所以直梁的跨度，便受限制。只

好等于一块石料的长度。但如用短的石块，顺着弧形，拼成一个向上

弯拱的梁， 这梁内的石块便都只受压缩的影响，而无分离开张的倾

向，为此一来，桥的跨度就不受石块大小的限制。桥的跨度大大地增

加。 发现这种原理是很大的科学成就。而人类在很早的时候，便应

用到建筑石 和石桥上去，真是件可以驚叹的事。为我们的万里长城

在建筑之始（公元 214 年）便已用拱形的短梁了。在桥梁方面，当然

也用得极早，但无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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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早的拱桥记载是《水经注》。谷水条说，离洛阳宫六七里

的地方，有一座旅人桥，采用大石，下圆发通水，并说这桥是晋太康

三年造的。（有人说是汉朝造的）。西安渭河桥和成都的万里桥都是

拱桥（引南北朝庾信的“《春治渭桥》诗：甘泉运石梁，跨虹连绝岸，

唐朝陆肱的《万里桥》赋：架长虹于两地）。但诗文中的“虹”末必

指拱桥，而渭河桥是木桥，亦不足信。其后各地便多拱桥。如唐朝造

的苏州宝带桥。据《一统志》说：宝带桥在苏州府城西南，跨澹台湖，

南北百丈，下为圆洞，通舟楫者凡五十三。又《苏州府志》的《鄒应

传》”说：“宝带桥，唐王仲舒捐带助费建造。宋绍定四年（公元

123 年）重建。明正统间（公元 1440 年左右）周忱修治，是其中最

良亦最著名的。 

拱桥的弯曲形状不 一，我们旧桥中，圆形的较多，有的在水面

上的部份，竟恰好个半圆，同水中影子合成一个整圆圈。如浙江余杭

的苔溪桥。但比较合理的，是用圆弧的小部份，成为平拱桥。其代表

作是现存河北赵县安济桥。这桥不但是拱桥，还有很多特点，表现出

它原来设计的高超和建筑的优美的地方竟同现代科学化的拱桥，原则

上完全一致。但这桥在一千三百五十六年前就已尼建造起来了，而且

一直用到现在，并未经过严重的修理，（明末清初修过二次。）可算

中国桥梁史上很杰出的作品。难怪北方民间对这桥有很多传说，甚至

京戏《小放牛》里，还有“赵州桥，鲁班爷修”的歌曲，至于历代文

人对这诗文歌颂之多更不必提了。然而，这桥并非鲁班爷造的，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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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一位姓李名春的大师的手笔。（唐朝张嘉贞《赵郡南石桥铭》里

称他为 “隋匠李春”，可惜他的生卒年月和他的事迹都不详了。 

  安济桥位于赵县南门外五里的洨水上，一孔平拱桥，横跨在河

的两岸。桥宽自八.五至九.二五公尺，桥孔由南北两礅壁量起，跨度

三十七.四七公尺。拱圈由四十三块大小不同楔石砌成，厚度一律是

一.0 三公尺。在各楔石之间皆用“腰铁”两件相连。拱圈孤形的半径

约.三 0 公尺。第二孔半径约.五 0 公尺，跨度.八五公尺。（《中国营

造学社汇刊》梁思成《赵州大石桥》）。这只一例，只可惜记载不全。

许多前人的精心杰作淹没不彰。而记载以外的桥梁，连姓名也不传了。

本文所提出的桥，是举例性质，以类来分的。还有很多特制的，因不

明其结构，难以准确地分类，然而，也值得一提。如江苏吴江的垂虹

桥，俗名长桥。在公元 1048 年修建的。曾是木桥，到公元 1325 年，

由张显祖改易以石，下开七十三洞，其长也知了。（《江南府志》说，

东西千余丈，显有误。）又如，山西楡次的张庆桥，巨石为梁，下为

水门四，虽洪流巨侵，不能冲毀，也可见其构建之巧。（《山西通志》）。 

又駋，延安葭州西，有石板桥，下临深涧，上有危峰，鸟道百尺（《陕

西通志》）。又如，黄岩县有利涉桥，在澄江上，公元 1211 年杨圭

建，长一百丈。又黄岩有孝友桥长六十丈，宽三丈，跨大江，公元

1090 年左右张元仲造。元朝末年，桥坏后，赵伯云重筑。桥有五洞，

桥面亦五折。又，桐庐北四十里有，有独石桥，吴仲高建，以独石为

之。（以上《浙江通志》）。我们历史上的桥梁，多半只知其名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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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至于形式、构造和尺寸，从书上查到的都是模糊不清且常有错误。

然这桥如有遗迹，还可以去实地勘测。最困难的是造桥的人，无法查

知。纵然书上有名，多半也是因提倡造桥或行政职务的关系。除了赵

州桥的桥匠李春，因有个“匠”字，可以断定他造桥的工程师外，其

它所谓造桥者，都不易断定他的职位，因此，只可称他们为造桥者。 

 

     一般的传记，都认鲁班是最早的造桥工程师。如山西襄陵县西

南三十里的《飞虹桥》，众木攒成，不见斧痕，俗名《鲁班桥》。

又如，《山西通志》载：山西介休县，南有《雀鼠谷》，数十里间，

有很长的矩桥，名《鲁班桥》。（《山海经》） 。又如，陕西泾

阳县有鲁桥，传系鲁班修。（《陕西通志》） 。又如广西阳朔县

廿里，有龙桥，相传鲁班所造，缺一角，屡修不全。（《广东通志》。

鲁班这个名字有时又作鲁般，，与春秋的鲁国公输般同时，也许两

人就是一人。其次，恐怕要算秦朝的李冰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师。四川灌县的《都江堰》就是他设计建造的。 已呢二千一百年

的历史，依然发挥功效。关于他造桥的记载，《水经注》说“两江

上有七桥。北折自长生桥十里升仙桥。李冰治水造桥，上应七星。”

（《华阳国志》）。“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初学记》：

“蜀有七桥，七为长生桥，李冰造。”除了以上各节所提之外，还

有一类很特别的人物，是佛教徙中的造桥者。如洛阳桥，便有义波、

宗善两人参加。（蔡襄《万安渡碑记》）。又如，吴江长桥，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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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134 年重修时，便是由“十僧分干”（《贵平集》），后来于

公元 1325 年重修时，是由作桥者，僧从雅、师立终其役。（《辍

耕录》）又如宋朝僧怀丙修理过赵州桥。（《笔技传》）更如泉州

的桥梁，在宋、元时，很多是和尚造的。在元朝至正年间（公元

1341 年至 1367 年）僧法助一人，即修建了六座桥之多。其它，如

宋徽、祖派、道询、法超、宋静等人都 是在泉州的造桥者。（《泉

州府志》）。其它各地的桥梁，佛教徒的贡献一定也不少。大概是

因为古时认为修桥、铺路是做功课，佛教徒为了做功而募捐修桥，

同时也学会了技术。然而，究竟是真正的造桥者，我们历史上的桥

梁究竟是谁造的？这是毫无疑义，是我们历来的劳动人民！《宋史

〈奸臣传〉》里说：“蔡京任孟昌龄，鉴大任，三山创《天成》、

《坚功》二桥，大兴工役，无慮四十万。”可见，古时修桥耗费劳

动人民血汗之多！回忆我们的祖国桥多工好，是值得骄傲，而尤其

值得歌颂纪念的是我们历史上造桥的劳动人民。 

 

本文由罗关洲先生整理自茅老手稿。在此对罗老表示感谢和敬意。 

                 

 

 



 22 / 34 

 

 

 

茅以升手稿 《桥梁是如何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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