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桥学》第二十五期 

1 
 

目 录 

对于“芦沟桥及宛平县城的勘察”一文的意见  ............................. 1 

千年古迹——赵州桥探微  ............................................................................. 4 

西跨湖桥雨到时  ................................................................................................ 16 

 

 

 

 

 



《中国古桥学》第二十五期 

1 
 

对于“芦沟桥及宛平县城的勘察”一文的意见  

茅以升 

本文介绍对芦沟桥及宛平县城的实地勘察资料，对于古物研究，很有帮助。 

关于芦沟桥的“形制与结构”的说明中，有几点似有待于继续研究： 

（1）第 26 页左栏中所提“插架法”建筑，是否指“打椿”而言，颇成问题，

因“卵石层厚达数米以上，而且非常坚实，”在其中打椿，是极为困难的，而且

厚层卵石本身，就是很好基础，无须打椿。 

（2）第 27 页左栏 ，“拱券只压于桥墩的南半部”，似非事实，因拱券是应

压于全部桥墩的。 

（3）第 27 页右栏：矢跨比率在一比三点五以上的古代联拱石桥，还是不多

见的。”关于拱桥的“矢跨比”，南方的桥都在一比二左右，因桥下要行船，桥拱

必须隆起，北方的都在一比三或更大，因为桥上要行车，桥面必须平坦，这并非

芦沟桥的特点。 

（4）第 25 页右栏 ：第（十三）段云，“将两旁石栏，临时拆除，于两侧漆

搭木桥，...... 事后仍将石栏照旧恢复”恐非事实，因棺槨宽度未必大于桥的宽度，

纵然较大，也可将棺橔抬高过桥，无须拆除桥的石栏。 

（5）第 23 页左栏：“赤栏当系桥的赤色木栏干”石桥上用木栏很少见《北

梦锁言》所载，当系指河边的“赤栏而言。 

（6）第 23 页右栏 ：“这座我国北方最大的古代石桥”，应指石拱桥，而非

所有的石桥。 

此外，第 26 页右栏及第 27 页左栏的两个表内数字，应注明系指公尺。 

统观本文内容，系对已经保护的石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当然有其一定的

价值，但究非对新发掘的古物的研究可比，是否应在“文物”这样重要的期刊中，

占有篇幅，似还值得考虑。 

 

1972 年 8 月 8 日 

注：栏，原文为繁体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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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茅以升先生手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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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迹——赵州桥探微  

牟兆祥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设计研究院，天津 300308） 

在河北赵县，有一座石拱桥，它览尽了上千年的历史沧桑，历经了无数次车

马重轧、战乱之祸、地震水患和风雨侵蚀，任凭斗转星移、时事变迁，至今仍安

然雄居于洨河之上，这座桥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桥”的赵州桥，它已经成为了

中国桥梁史上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 

 

赵州桥（图片来源于星球研究所） 

古桥风韵 

从架木为桥，到吊索、石梁，再到敞肩拱桥，中国古桥在力学与工艺上日趋

完善，也从单纯的渡桥工具进阶为一种寓桥于景的意境营造。 

赵州桥不再以实用、坚固作为唯一的追求，人们开始探寻桥梁形态之美，使

桥与景互为点缀，建成后的赵州桥“虽由人作，宛如天开”，虽经千年风霜婀娜

依旧，既便利了往来，又装点了山河。 

如果说南方的拱桥像温婉可人的小家碧玉，那么作为北方拱桥代表的赵州桥

就是粗犷壮硕的北方汉子，其外形矫健俊逸、雄浑厚重，像一张被拉满的弓，处

处彰显着力量与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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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桥于景的赵州桥（图片来源于网络） 

赵州桥不仅建造科学，闻名于世，而且其优美的造型艺术也为世人所称道。 

赵州桥采用青白色石灰岩砌筑而成，巨身空灵，远望雄奇壮观，寓秀逸于雄

伟之中，如“长虹饮涧，初月出云”。 

桥两侧栏板及望柱之上雕有龙兽、竹节、花卉等浮雕图案，形态逼真，俊秀

精致。桥面上的驴蹄印、车辙印，桥下的手掌印，让人陡生无尽遐想。赵州桥融

力学、技术、艺术于一体，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赵州桥自建成之后的千余年间都一直被使用，桥上车马行人摩肩击毂，日夜

不息。禁止车辆通行，作为文物观赏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 

“水在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小桥流水既是人们通达的欢喜，又

是建造者的匠心，更是文人的寄托。“逝者如斯”的洨河水和跨越千年的赵州桥，

将古与今、文化与美景串联起来，给当代人展示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与记忆。 

古桥工艺 

在河北流传着一句谚语，叫“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说的

是工艺上登峰造极的四件至宝。据说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是因为听到这句谚语才开

始一探赵州桥的神秘面纱，并通过详细的科学考察将赵州桥展示到了世人面前。 

赵州桥是当今世界上跨度最大、建造最早的单孔敞肩式石拱桥，桥面两端宽

9.6 米，中间宽 9.0 米，桥拱跨度 37.02 米，矢高 7.25 米，矢跨比为 1:5 左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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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矢跨比至今仍被许多现代拱桥所采用。 

赵州桥在造桥工艺上，有一些人们意料之外的绝妙之处，人们称之为赵州桥

“三绝”： 

一是“券”小于半圆。 

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术语中，弧形砌拱的桥洞、门洞之类的建筑一般称之为

“券”，这样的券大多采用弧线优美、完整的半圆形，由于赵州桥跨度比较大，

如果按传统方式造桥，桥拱就高达 18.5 米，这样一来，车马行人通过就很困难。

造桥者灵机一动，将桥拱改成截取一段圆弧的坦拱，以创新的方式降低了桥面高

度、节省了石料和人力，同时桥体的弧线也更具张力。 

 

赵州桥拱券 

二是“撞”空而不实。 

“券”的两肩叫作“撞”，普通石拱桥两肩的撞都采用石料填实，一般称为

满肩拱或实肩拱。而赵州桥却独辟蹊径，在大拱的两肩对称设四个小拱，桥梁学

者形象地称这种拱桥形式为敞肩拱，即是敞开肩膀，这样的设计不仅节省了 180

方石料，还使桥身重量减轻了约 500 吨，又可以辅助泄洪，削弱洪水对桥身的冲

击，更增加了美观性，使得大桥玲珑剔透，线条优美，可谓一举多得。这种敞肩

圆拱，在西方到 19 世纪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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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敞肩小拱 

三是洞砌并列式。 

赵州桥采用纵向并列式砌筑法施工，用二十八道小券并列成 9.6m 宽的大券，

每道小券由 43 块 1 吨重大石连接而成，每一道都是独立的拱。赵州桥之所以采

用并列式拱券，首先因为每道拱圈都独立成拱跨河，不受其他拱圈影响，若有一

道损坏，整座桥还是安固异常，一道拱圈坏了也自可单独修理加固。其次施工时

一道道砌拱，先砌中间一道，然后两旁可同时向外砌，桥逐渐加宽，用木材制作

的“脚手架”，可以层层向外推移反复使用，若砌造过程中洨河突发洪水，已砌

成的拱圈自可应对，但若采用纵连式的一道宽拱就无法抗拒洪水，之前建成的部

分就必然前功尽弃。 

 

赵州桥并列式小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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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拱石之间的联系，拱石之间设双银锭形腰铁增加拱石之间的抗拉性能，

同时这些腰铁又像是苍龙身上的鳞甲，起到了非常好的装饰作用。另外，还在拱

券上沿桥宽方向设了五根铁拉杆，每个铁拉杆穿过 28 道拱券，拉杆的两端有半

圆形的杆头—“锚固装置”裸露在石桥表面，以增强拱券之间的横向联系。 

当然，赵州桥精湛的造桥工艺还不仅限于结构本身，在栏板、望柱等附属设

施上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造桥者出神入化的雕刻技艺。赵州桥桥面两侧各设 21

块栏板和 22 根望柱，中间是 5 块蛟龙栏板和 6 根蟠龙望柱，两侧为斗子禾叶栏

板和竹节宝珠望柱。蛟龙栏板和蟠龙望柱上雕有 56 条龙，再加上主拱圈两侧各

一蚣蝮（吸水兽），共计 58 条龙，形成一个气势恢宏的群龙阵图。上面的蛟龙神

兽或盘或踞，或飞或腾，跌宕多姿，引人入胜。斗子禾叶栏板以农作物和粮食容

器入画，寓意五谷丰登，竹节宝珠望柱将佛教八宝图中的宝珠和平头竹节融为一

体，寓意竹报平安、富贵吉祥。 

 

蛟龙和饕餮石雕 

 

主拱圈吸水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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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专家钱令希院士曾用结构极限分析的观点对赵州石拱桥进行了承载能

力分析，北大学者刘云驳采用数值计算的方法分析了赵州桥上的两对伏拱对桥身

拱轴线形状及拱券应力分布的影响，后来又有很多学者对赵州桥的抗震性能、基

础稳定性、振动模态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让我们对这座千年古桥的卓越力学

性能有了详细的认识。 

 

赵州桥东立面图 

赵州桥不仅仅是一座桥，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珍品，处处体现出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悠久恢弘和博大精深。 

古桥仙迹 

赵州桥上留有车轮、手掌、驴蹄的印迹，所以在河北流传出一首脍炙人口的

民间小调—《小放牛》，歌中唱道：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      赵州桥来鲁班修， 

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玉石栏杆圣人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 

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  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 

由于赵州桥鲜有历史记载，所以在千百年民间流传中有关古桥印迹衍生出了

多个动人的传说，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天河传说、鲁班造桥说和张果老试桥说。这

些传说最早见于元代《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故事情节后来又在《中国的地方传

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北卷》、《赵州桥的传说》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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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雕像（张果老骑驴、柴王推车） 

据说当年织女偷偷下凡与牛郎结为连理，最后却被蛮横的王母娘娘抓了回去。

牛郎挑着一双儿女一路追到南天门，王母娘娘就拔下发簪，划了一道天河，硬生

生拆散了他们。谁知道王母娘娘火气太大，划天河时用力过猛，簪尖挨着了地皮，

把地也划了一道长长的沟。由于这道沟跟天河连着，天河里的水涌进沟里，就成

了现在的洨河。 

王母娘娘于是派天宫二十八星宿下凡守护洨河，谁知二十八星宿却化作了二

十八条恶龙，经常在洨河兴风作浪，伤害过往行人和船只，人们想尽了办法，也

治服不了它们。 

有一天，鲁班兄妹周游天下路过赵州，见到洨河恶龙为非作歹，便斩杀了恶

龙。 

为了方便百姓渡河，鲁班便打算为百姓修桥．妹妹鲁姜也很有才艺，很想与

哥哥一决高下，于是她就跟哥哥约定好，看谁一夜之间能修出最好的桥来，以鸡

叫为竣工时限。 

鲁姜先在城西修好了一座石桥，便去城南偷看鲁班的修桥进展。 

她看到，鲁班把斩杀的二十八条恶龙做成了桥的二十八道拱圈，还将饕餮兽

放置于拱圈正中镇住二十八星宿，再将西山的石头变成一群羊，赶到洨河后再变

成石头，用以修了桥面和栏杆。 

鲁姜见状，怕又要输给哥哥，于是回来把小石桥栏杆雕饰了奇花异草，然后

偷偷学鸡叫，两人比赛才结束。 

结果，鲁班所修的大石桥——也就是赵州桥，大刀阔斧、气势雄壮；鲁姜所

修的小石桥——也就是永通桥，玲珑秀气、浮雕精美，两桥各有千秋。 

赵州桥是解民倒悬的壮举，鲁班也因此赢得了民众的尊敬和喜爱，但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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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骄矜之心。八仙之一的张果老比较爱凑热闹和管闲事，他听说鲁班修了赵州

桥后有些居功自傲，很是不服气，于是便约上柴王爷前来试桥。二人化为凡人模

样，一个骑着驴，一个推着独轮车，各施仙术，以千钧之力压在桥上，桥却纹丝

不动。二人惺惺而回，决定第二天再来刁难鲁班。 

次日，二人又相约来试桥，他们刚一走上桥，只见张果老的毛驴便在桥面上

留下了一串蹄印，柴王爷的车也轧出了一道深深的辙痕，赵州桥开始摇晃起来，

还不时掉下石块． 

鲁班仔细一看，原来张果老偷偷在褡裢里放了日月星辰，柴王爷的车上装了

三山五岳，鲁班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他就赶紧跳到桥下，用双手稳稳托住大桥，

也因此在桥底留下了两个大手印． 

张果老和柴王爷过桥之后，桥仍安然无恙，二人对鲁班的造桥技艺钦佩有加，

据说张果老因为这次打赌输了从此以后就倒骑驴了，鲁班也认识到了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的道理。 

其实，据《北辕录》和康熙《赵州志》及其它史志文献记载：桥上的“仙迹”

不是“圣人”留的，而是宋治平三年(1066 年）第二次修缮赵州桥时，石匠们总

结赵州桥东侧拱圈向外倾斜的经验，为防止石桥拱圈再度外倾，经过精心设计，

在石桥东侧三分之一处凿下的行车道标志，并以此告诫人们：车辆在标志以内行

驶，否则会碾轧磨损坏石桥，行人应在标志两侧通过，桥下手掌印则是石桥万一

出现裂缝时支撑柱子保护石桥的最佳位置。 

由于赵州桥具有奇特壮观的建筑造型和水通路延、通济利涉的建筑功用，同

时也因为建造史料的缺失，民众为了感念造桥人，便以自己独有的记忆和想象塑

造着心目中建桥者的伟岸形象。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对于鲁班造桥说

有很多种版本，是因为鲁班在民间是技巧与智慧的化身，人们之所以将精美绝伦、

千古绝代的赵州桥的建桥者“张冠李戴”地附会为鲁班，仿佛也就顺理成章了。 

古桥寻踪 

赵县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古称赵州，据记载：“赵州古冀州之域，

七国时赵所都也。”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随着经济、

政治、文化的发展，赵州的地理位置日益显要。它“北为京辇屏蔽，南为河朔咽

喉”，“被山带河形胜甲于天下……为股肱上郡，中原锁钥”。到了隋代，这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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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农桑之地，丝织品闻名于世，还是东都洛阳通往涿郡

以及东北诸郡的必经之地。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当地俗称大石桥，关于其建造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林

树涵《赵州桥建造年代考》、吴静波《赵州桥建造年代再探讨》两文通过古籍记

载及赵州桥附近石刻碑文等资料分别论证了赵州桥的建造年代，经过多方考证，

目前学界一致公认的年代为“赵州桥始建于公元 594 年（隋开皇十四年），建成

于公元 606 年（隋大业二年），即建于公元 594~606 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

的历史。 

赵州桥虽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工程，然而在正史中记载并不多见，对它的研

究远远不如它自身的历史悠久，只能通过一些碑刻、铭文去探究其辉煌的过去。 

收录于《唐文粹》中的张嘉贞《石桥铭并序》，是最早记载赵州桥的历史文

献，文中说“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 

《石桥序》写于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 年），即大桥建成后的百十年间，可

信度是很高的，然而即使距建成时间不远，仍“不知其所以为”。 

 

唐代张嘉贞《赵州大石桥铭》 

唐代张鷟在《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记载：“赵州石桥甚工，磨礲密致如削

焉。望之如初日出云，长虹饮涧”。 

据记载，赵州桥自建成至今一共经历了八次修缮，第一次是唐德宗贞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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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92 年），就是大桥建成后 200 年，大水导致桥上小拱倾斜脱落，当年迅

速重新修砌，恢复如初。第二次是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 1066 年），桥台石攲斜。

此后 500 年内没有再修缮过，直至明嘉靖年间才对赵州桥进行了第三次修缮，主

要更换了桥面石、部分栏板和望柱。第五次、第六次时对大桥拱券进行了修缮。

第七次修缮是在清朝，具体修缮内容因无明确记载无法考证。1933 年，著名建筑

学家梁思成首次对赵州桥进行考察，并于次年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文

章《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文中详细介绍了赵州桥的历史、现状及建筑特点，

是篇全面介绍赵州桥的力作，影响极为深远。1956~1958 年，桥梁泰斗茅以升主

持完成了第八次修缮，修缮后的赵州桥基本保持了隋代的原始风貌。1962 年，茅

以升于《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石拱桥》一文，肯定了赵州桥在中国桥梁史上

的价值，称赞赵州桥“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石拱桥”,“结构设计非常科学化，

施工技术更是巧妙绝伦”;“整座桥的轮廓和细节都非常均匀适当，坚强而美观，

充分发挥了拱桥的优越性，显示出造桥技术的高度水平”。之后该篇文章选入中

学语文课本，赵州桥的影响得到极大传播。 

 

梁思成考察时拍摄赵州桥旧影 

 

茅以升先生题词 

史载赵州桥历代虽有修茸，但仅是对付“石微隙而腰铁剥削，或桥面局部石

块崩落，而桥身整体无恙。赵州自古就是南北“官道”要冲，交通繁忙，而赵州

桥自建成起就供车马人畜行走踩踏超过一千四百年，其服务年限之长久，在世界

桥梁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赵州历来是京畿屏障、南北锁钥，久经战火洗礼，赵州桥也不能幸免，从公

元 698 年“突厥将直攻定州，陷之，杀吏民数干人，又陷赵州”，再经安史之乱、

五代十国兵连祸结、朝代更迭，最后浸染抗日战争的炮火，总共经历了九次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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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赵州又是地震多发地，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定州地震冬无雪”的地

震记载，到明天启六年“地大震，鸡犬皆鸣，振物有声”，再到 1966 年邢台大地

震，总共有八次地震记录，赵州桥都没有被破坏。 

千百年来，除了频繁的战争与地震外，山洪的冲击和人为的破坏更是多不胜

数，然而赵州桥终究还是存留了下来，之所以能千年不倒，全在于其独特的结构，

赵州桥从设计到施工，可谓是中国工程技术史上的扛鼎之作。茅以升先生因此说：

“先不说桥的内部结构如何，仅就它能够存在一千多年就证明了一切”。 

古桥文脉 

碧水柳影，长桥卧波，赵州桥似长虹、似新月，处处酝酿着诗情画意，古人

也从不吝惜对于赵州桥的溢美之词。 

唐代诗人张彧在《赵郡南石桥铭》中称赞赵州桥“郡南石桥者，天下之雄胜”。 

唐代李翱在《赵州石桥铭》中赞叹赵州桥：“九津九星横河中，天下有道津

梁通，石穹窿兮与天终”。 

元代杨涣在《安济桥》中描写了赵州桥与明月争辉的景象，“月魄半轮沉水

底，虹腰千丈驾云间”。 

明代诗人祝万祉用“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由衷表达了对赵州

桥的赞美。 

赵州桥雄健奇伟，远看如苍龙飞架，历代文人雅士都将赵州桥誉为龙的化身，

而桥身的各种龙式构件及雕饰，都使赵州桥与龙结下了不解之缘。龙本就是中华

民族的图腾，从赵州桥身上，人们就自然地生发出一种对龙的崇拜与信仰。桥即

是龙，龙即是桥。 

宋代杜德源曾咏诗赞美赵州桥如雨后初晴的长虹和蛰伏水面的苍龙，“驾石

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蛰背磨空。坦途箭直千人过，驿使驱驰万国通。” 

元代刘百熙说它“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明代鲍捷说它“一飞长虹何处堕，偃蹇苍龙水浒卧”。 

清代张士俊说它是“青龙谪下化长桥，日驾川流谁可摇”。 

当代作家铁凝曾撰写《赵州桥 1400 年华诞记》并篆文于赵州桥桥头巨石之

上，“望之，如苍龙飞架，初月出云；若长虹高悬，玉环半沉；结构雄健而空灵，

用石简约却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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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俨如一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了洨河之上。它不仅仅是一项永存于世

的工程，也是一种古今交织的风景，更是力与美的交融，历史从桥上匆匆而过，

留下了沧桑，也留下了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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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跨湖桥雨到时  

张 雷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设计研究院，天津 300308） 

 

图 1 绍兴西跨湖桥 

绍兴西跨湖桥是一座拱梁组合布置的古桥，位于湖塘乡，横跨鉴湖西端的十

里湖塘。 

湖塘原名吴塘，相传越王勾践灭吴后，使吴国战俘筑塘，故得名。东汉会稽

太守马臻修筑鉴湖后，此地堤塘连绵十里，民居相接，故称“十里湖塘”。十里

湖塘位于鉴湖最上游段，西起西跨湖桥，东至鉴湖官塘莲花庵桥，水面宽阔，风

光旖旎，古时也称“南洋”，柯岩“老八景”中称之为“南洋泛秋”。十里湖塘水

势浩荡，沿岸民居白墙黛瓦，廛铺毗连，千百年来，湖塘百姓临湖望山，渔歌唱

晚，十里稻香，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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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十里湖塘与西跨湖桥 

绍兴在历史上有两座同名的西跨湖桥，另一座在古城的常禧门外，历史至少

可早至南宋。湖塘的这座西跨湖桥，据桥碑《重修西跨湖桥碑记》载，初建于明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由民间胡氏修建。或为避免重名，官修的地方志也将

其称为“湖塘跨湖桥”，最早见于清康熙十年（1671）《山阴县志》载：“西跨湖

桥，去县西南六里，镜湖上，南通漓渚路……湖塘跨湖桥，去县西四十里，东郡

城，西通萧山路。”嘉庆《山阴县志》再次载有：“县西南五里，曰西跨湖桥；十

五里，曰十老桥；二十里，曰七贤桥（俗讹七眼）……四十里，曰湖塘跨湖桥。” 

湖塘的西跨湖桥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 年）重修，后因桥倾圮，又于清嘉庆

元年（1796 年）秋，由胡氏族人集资重建。而常禧门外的那座西跨湖桥，据传在

抗日战争时期被毁，此后，湖塘跨湖桥成为唯一存留至今的“西跨湖桥”。 

 

图 3 细雨中的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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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跨湖桥为南北向，由一孔石拱桥与四孔石梁桥组成，全长 61 米。其中拱

桥的拱券为单孔半圆形，纵向分节并列砌筑，桥高 5.70 米，拱高 4.55 米，跨径

9.65 米。桥面长 4.30 米，净宽 3.52 米。桥南置踏跺 21 级，长 11.20 米，桥北置

踏跺 22 级，长 11.15 米。桥面两边置实体石栏板，刻有捐资重建者姓名、年月

等，望柱上雕有莲花状饰物和形态各异的石狮子，栏板以抱鼓石收尾。桥两侧的

过河蹬券上阴刻有“西跨湖”隶书大字。 

 

图 4 西跨湖桥 

 

图 5 拱券 

 

图 6 望柱石狮 



《中国古桥学》第二十五期 

19 
 

拱桥南端接 3 孔石梁桥，桥面长 31.70 米，桥面净宽 2.20 米，桥孔高 1.35

米。3 孔跨径分别为 2.75 米、11.60 米、11.50 米。拱桥北端接单孔石梁桥，桥面

长 3.70 米，桥面净宽 3.09 米，桥两边置石桥栏，栏高 0.44 米。 

北桥堍东侧立有碑亭，亭内保存有《重修西跨湖桥碑记》一块，确证了它的

历史。 

 

图 7 桥头碑亭 

西跨湖桥北堍西侧另有一小型单孔石梁桥，跨越堰河，名“同堰桥”。该桥

东西走向，与西跨湖桥平面上呈 L 状相交。桥全长 12 米，跨径 4.3 米，桥面宽 4

米，长 4.8 米。桥面两侧置条石栏板，其南侧栏板侧面刻“同堰桥”及嘉庆年间

重修字样。 

 

图 8 同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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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绍兴名士李慈铭甚爱湖塘美景，曾在多首诗词中赞美过湖塘的西跨湖桥。

如《夕阳中过湖塘村》云：“十里湖塘一镜圆，端相结屋水云边。”“一镜圆”即

指西跨湖桥的桥孔与水中倒影合为一圆。《微雨过湖塘》一诗则有“西跨湖桥雨

到时，四山烟景碧参差”，描写了西跨湖桥在烟雨中的秀美。在《乞胡石堂户部

画湖塘村居图》中更是用“最爱西跨湖桥，峰回水绕，丹翠供斟酌”的词句直抒

胸臆。 

西跨湖桥于 2002 年被列为绍兴县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

保护单位，2013 年与绍兴古桥群共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9 秋波桥影 

笔者慕名到访西跨湖桥时，正值秋雨迷蒙，愁云千里，碧波微澜，远山如烟，

正如“西跨湖桥雨到时”的画意诗情。踏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走过古朴沧桑的石

桥，恍惚中仿佛穿越了时空，不由生出淡淡的怅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