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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范围内文化遗产的规划和保护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桥梁文化遗产的系统研究

和保护尚在起步。从桥梁文化遗产保护及规划的思想启蒙到桥梁文化遗产的概念,再到世界各国

遗产桥梁及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历程和经验等进行了阐述和总结,同时,论证了其必要性与紧迫

性。在总结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桥梁文化遗产保护及规划提出了展望,旨在帮

助桥梁工作者们快速、全方位地了解桥梁文化遗产的规划和保护这一新兴学科,希望能够将桥梁文

化遗产规划和保护这一思想融入到今后的桥梁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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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oundtheworld,peoplepaymoreandmoreattentiontotheplanningandprotectionofcultural
heritage,whilethesystematicresearchandprotectionofbridgeculturalheritageisstillattheearlystage.
Fromtheenlightenmentandcountermeasuresoftheplanningandprotectionofheritagebridgetothe
conceptofbridgeculturalheritage,andthentotheprocessandexperienceoftheworldheritagebridgeand
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andplanning,thispaperdemonstratesitsnecessityandurgency.Onthebasis
ofsummarizingtheexistingresearch,combinedwiththeactualsituationofChina,thispaperputsforward
theexhibitionoftheplanningandprotectionofheritagebridge.Thispaperaimstohelpbridgedesigners
quicklyandcomprehensivelyunderstandthenewdisciplineoftheplanningandprotectionofheritage



bridge,hopingtointegratetheideaofbridgeculturalheritageplanningandprotectionintothefuture
bridg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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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文化遗产的规划和保护是桥梁工程研究的

一个新方向。按照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的定

义,文化遗产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含文化遗

产———主要指文物、遗址、建筑群和文化景观)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中国文化遗产的规划和保护

起步较晚,2005年8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

金沙四鸟绕日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同
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

通知》,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进行了界定。
“遗产桥梁”(HeritageBridges)概念的提出是由国

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及其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在

《世界桥梁遗产报告》(1996年)中率先提出的[1]。
虽然是2019年度的研究进展,但单纯2019年度文

献较少,故对该方向的定义、由来及发展趋势也一并

做扼要介绍。

1 古桥、遗产桥梁和桥梁文化遗产

对古桥的认识和研究,在茅以升先生的引领下,
曾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过一股高潮[2-3]。茅以升

先生认为,“桥梁是代表文化的一种物质建设[2]”,中
国文化历史悠久,各地均有大量的古桥和古桥遗迹

存留下来,这些古桥或者遗迹,有些在历史上起过重

大作用,有些在艺术上独具一格,有些在创造发明上

贡献巨大。总之,无论是在文化传承、历史延续、艺
术创造还是科学技术上,它们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

是无法估计的。在茅以升等老一辈桥梁大师的推动

下,泸定桥、洛阳桥、珠浦桥、卢沟桥、安济桥、广济桥

及灞桥等著名古桥才广为人知,珠浦桥就是四川都

江堰的安澜桥,作者所在科研团队还为安澜桥的保

护做过一些工作。这一时期对古桥的研究和保护成

果可归纳为4个方面:

1)发现和揭示某座古桥或某古桥群落,对发现

的过程简要概述后重点描述了古桥的现存形态,并
对其历史进行一定的挖掘,目的在于向读者介绍该

桥和呼吁进行应有的保护,如文献[4-23]。

2)当一定区域(如省份)古桥研究积累到一定程

度,学者们对其进行一番综合介绍和研究,反映出当

地桥梁文化历史的传承和特色,如浙江古桥[24]、浙
闽木拱廊桥[25]、福建古桥[26]、湖州古桥27]、广西古

桥[28]、贵州古桥[29]、三峡库区古桥[30]、湖北古代桥

梁建筑[31]、闽侯古代桥梁[32]、绍兴石桥[33]等。

3)还有一类研究只针对一类桥梁或者一种当地

有特色的桥梁进行文化探索和保护研究,如闽浙虹

桥[34-35]、广济桥稳定性[36]、绍兴八字桥的保护维

修[37]、广济桥加固[38]、桥梁保护方法评价[39]、上海

外白渡桥保护修缮[40]等。

4)对古桥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宏篇巨作和系统

性专著中,代表性作品有《中国古桥技术史》[41]、《中
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42]、《中国桥谱》[43]、《中国

桥梁史纲》[44]、《中国古代桥梁文献精选》[45]、中国古

桥艺术评述[46]、中国古桥在结构上的成就[47-48]。近

年值得推荐的是,杨志强等[49]所著的《石桥营造技

艺》和季海波等[50]所著《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均
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中桥梁文化遗

产的专著。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对交通提出了前所

未有的巨大需求,桥梁研究和技术发展力量集中到

了新建桥梁,古桥研究和社会关注一度几乎停止。
进入21世纪,世界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得到广

泛理解和重视,一些建筑和规划学者开始意识到中

国的古代桥梁应该纳入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中,万
敏等[51-52]提出遗产桥梁和桥梁遗产的概念,遗产桥

梁的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简称ICOMOS)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开展的

一次 古 代 桥 梁 调 查 研 究,调 查 研 究 的 成 果 由

ICOMOS和TICCIH(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联
合出版了《世界遗产桥梁报告》(ContextforWorld
HeritageBridges)[1]。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遗产

桥梁仍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遗产门

类。一些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桥梁均是通过其

他门类进入的,比如文化景观、工业遗产、历史城镇

与村落。
近现代桥梁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如今为工业

遗产体系所包容,是毫无争议的。王建国等[53]提出

“交通运输业建筑”应属“产业类历史建筑”之范畴。
在上海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四川路桥等作为产业遗

产获得研究者青睐[54]的同时,钱塘江大桥[55]、兰州

黄河铁桥[56]等都以工业遗产类别重新获得重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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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无论是“弯弯飞桥出,潋潋半月彀”、“横桥远亘

如游龙,明珠影落长河中”,还是“波光柳色碧溟蒙,
曲渚斜桥画舸通”,中国古桥,本来就是文化景观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将古桥作为文化景观遗产中的一

部分 进 行 保 护 和 研 究 得 到 越 来 越 多 学 者 的

重视[57-60]。
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归类,文化遗产还包括历

史城镇和村落,而还有一些桥梁,就散落在众多城镇

与村 落 中,与 它 们 一 同 研 究、一 同 保 护,意 义

深远[61-64]。
随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深入和中国“申

遗”工作持续开展,加上中国文物保护体制的进一步

完善,古桥和一些近现代桥梁得到了重视和保护,在
中国6批国家重点文保单位中的桥梁已有47座。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数以千计具有遗产保护价值

的珍贵桥梁,在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下,常常遭到严

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摧残,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已经入选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单纯以桥梁或

者桥梁为主申报成功的,只有为数不多的6座。然

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却没有一座桥梁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除去接触世界文化遗产体系较晚、文化差异

等因素以外,对遗产桥梁的本质研究和提炼不足是

显而易见的。杨艳等[65]认为,尽管中国的木拱桥等

古桥极具申报价值,但已有的申遗研究中,往往是以

这些桥梁所承载的文化、所附属的建筑和所处环境

的协调、呼应等为主线,忽视了对桥梁本身价值的研

究。因此,对于从事桥梁教育、设计、建造等桥梁事

业的人,提高对桥梁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的意识和

能力,责无旁贷!
首先,桥梁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不太同于遗产

桥梁的概念,它更广泛而深入,是学术范畴中的一个

学科方向及其所包含的工作内容。当前阶段,桥梁

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是指将中国一些桥梁作为中国

乃至人类桥梁设计、建造、运维等活动的遗存,连同

其上的附属设施、所在环境、所处交通节点等一并进

行科学、系统的规划和保护,以反映人类不同阶段文

明程度和科技工业水平下的桥梁设计能力、建造能

力、运营维护能力,从而实现保存并展现它们所具有

的科技、历史、社会、文化和艺术的突出价值。桥梁

不仅是“老”、“旧”到一定程度,才会成为或者就会成

为桥梁文化遗产。

其次,应该把“桥梁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作为

学科来进行研究和教育传承,才可能形成一个由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咨询机构、社团组织及科研机构

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让学有所长的专业

人士发挥作用,那么,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真正生命

力的事业而持续下去。
第三,桥梁本身就是一个涵盖了材料、数学、力

学、工程、信息、交通、地质、气候等多学科的综合性

人造构造物,桥梁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集大成的

跨学科专业,也才有了土木工程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之美誉。“桥梁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亦是不折不扣

的跨学科方向,应该集合所涉及的所有学科共同

托举。

2 桥梁遗产保护的制度与原则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不是桥梁文化遗产规

划和保护的最终目的,但是,入选会给桥梁遗产乃至

这个学科方向带来许多积极的长远影响,尤其是现

在还没有零的突破。张春琳等[66]对桥梁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的条件进行了分析。

2.1 入选的必备条件

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地位应该是纪念碑

式的,或者必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个普遍价

值,需要从工程、技术、交通、交流、工业、历史或文化

等方面来阐述或解释[1]。对于一座桥梁,也就是只

有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才具备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遗址或遗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基

本条件。

1)该桥是人类创造天赋的杰作[1]。例如:西班

牙的比斯卡亚桥(VizcayaBridge,图1)[32]、伦敦塔

桥(TowerBridge,图2)[32],它们的桥型、桥式或者

功能都体现了设计或建造者的创新天赋。

图1 西班牙Vizcaya桥 [66]

Fig.1 VizcayaBridgeinSpain[66]
 

2)在一定时间跨度内,或者是在世界上某一特

色文化区域范围内,这座桥梁在诸如工程理论、技
术、施工、交通运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过或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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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伦敦塔桥[66]

Fig.2 TowerBridge[66]
 

具有重大的影响[1]。例如被大家熟知的美国的金门

大桥(GoldenGateBridge,图3)[32]和地处波黑地区

的穆罕默德·巴夏·索科罗维奇大桥(Mehmed
PasaSokolovicBridgeinVisegrad,图4)[32]。

图3 金门大桥[66]

Fig.3 GoldenGateBridge[66]
 

图4 穆罕默德·巴夏·索科罗维奇大桥[66]

Fig.4 MehmedPasaSokolovicBridgeinVisegrad[66]
 

3)该桥作为突出的案例展示了桥梁工程或技术

发展的重要阶段[1]。例如法国加尔桥(Pontdu
Gard,图5),它作为古罗马时代的高架引水桥,在技

术和艺术上都堪称杰作。

图5 法国加尔桥[66]

Fig.5 PontduGard[66]
 

2.2 原真性原则

“像其他遗产一样,世界桥梁遗产必须在设计、

材料、工艺或配置等方面通过真实性检验”[1]。关于

原真性原则的考量中,桥梁遗产常常会遇到两种特

殊情况:一个就是对古桥的重建;另一个就是桥梁的

迁移。为确保申遗的成功,必须坚持重建要拥有原

有桥梁完整、详细的文档资料并不加任何猜想[1]。
例如波黑的莫斯塔尔桥(OldBridgeofMostar,图

6)。

图6 莫斯塔尔桥[66]

Fig.6 OldBridgeofMostar[66]
 

2.3 保护立法

在被提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前,必须要确

认该桥还受到了法律和落实到位的管理机制的

保护。

2.4 对比分析

该原则强调申遗桥梁都必须与其所在国境内的

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桥梁作必要的比较和分析[1]。
这个原则的目的显而易见,比较分析才能突出说明

申遗桥梁在国际和国内范围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要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需要将

拟申报的桥梁遗产放在其建造时代及其后,在其所

在国境内或全球范围内进行考量,突出其作为桥梁

所代表的杰出艺术创造性、工程理论、工程技术、施
工方法和水平、交通运输和物资文化交流,以及这些

方面所折射的重大影响或者重要阶段。按照文化的

传承性,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设计和建造的桥梁,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应该对比这些条件来开展

工作呢? 当然,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只是“桥梁文

化遗产规划和保护”工作中的一项,而非终极目标。
我们应该参照此标准,建立中国自有的桥梁遗产

名录。

3 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及桥梁遗

产近期相关研究进展

  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桥梁工作者比较陌生。文

化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努力致

力于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免受现代经济发展的负面

影响。在致力于本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同时,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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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也积极倡导各个国家在遗产保护领域加

强合作,共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和谐发展,促进世

界文化多样性。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在探索本国文

化遗产保护模式的同时,积极学习发达国家文化遗

产的保护经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和机制的建

立[67-68],桥梁文化遗产保护更当如此。

3.1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概要

无论是立法、组织还是实践,在文化遗产保护方

面,法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组织机构为:文化部

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下属设

置历史纪念物基金会。并且,文化事业部作为必备

机构设在每个行政区的政府内部,以承担文化遗产

保护和管理责任。而负责组织相关业务的是文化遗

产保护委员会,其特色鲜明:

1)具有相关性的行政部门公职人员、社会团体

负责人、民意代表进入到专家组成的委员中。

2)设立诸如文化遗产保护最高委员会、文化遗

产保护登记管理国家委员会、古迹研究国家(高级)
顾问团等性质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

在实际运行中,民间社团组织受委托承担了文

化遗产保护的绝大多数工作。
特别值得思考和学习的是:其重视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队伍建设,并将文化遗产保护视为一门科

学进行长期建设,逐步建立和持续发展出一套完善

的教学体系与科研体系,从而科学地从国家层面确

保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性与持久性。
就桥梁遗产相关保护,法国“历史性纪念物保护

法(1913年)”、“景观保护法(1931年)”和“保护地区

法(1962年)”三法构成了很好的法律体系,加上城

市的地方政策、国民对建筑文化的关心和城市环境

的重视共同保障了法律的执行和发展。

3.2 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概要

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

的过程。其组织机构已形成了一个由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共同组建的组织网络。中央政府

由文化、媒体与体育部负责,其下分设8个顾问委员

会来为政府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咨

询。其中,民间组织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

民间组织所招募的会员普遍为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

的专业人士和热心人,也有不少老宅的所有者。协

会分成两类:一类负责文化遗产的维护;一类负责有

关文化遗产的咨询工作,如遗产登记、遗产环境变更

等。英国可借鉴的经验包括:1)借助民间与市场的

力量保护文化遗产,其真正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包括

大家熟知的英格兰遗产和英格兰皇家历史遗迹委员

会,有趣的是,它们都是非政府机构。此外,还有众

多民间组织参与其中。2)强调法律与章程的可操作

性。3)通过城乡规划对历史建筑实施整体保护。
就桥梁遗产相关保护,英国的“编目”制值得我

们学习。政府把有特殊或历史意义的建筑古迹按年

限等条件分级编成细目表,分I级、II级和III级,不
同级别受保护程度不同,I级最严格。同时,划定保

护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编目政策的补充。保

护工作为法国带来了相当大的财富,1988年,通过

开放古建筑、遗址,仅从其国内游客身上就赚取了

78亿英镑,并同时创造了16000个就业机会。

3.3 美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概要

美国由于历史短,其文化遗产保护重点集中在

历史遗址、遗迹及自然遗产等几个方面,并主要以国

家公园方式进行,尤其对民间风俗习惯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特别青睐。美国的“国家公园”既包括了“国
家湖滨”、“国家景观大道”等自然景观,也包括了诸

如“国家纪念战场”、“国家历史街区”等人文景观。
史迹保护联邦理事会和国家公园司是美国遗产保护

的最高权力机构,同属美国内政部。前者负责文化

遗产保护方案的制订与决策,后者负责文化及自然

遗产。各州也都设立了相应的史迹保护办公室。社

会团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全国史迹信托组织”、
“古迹保护行动组织”等。美国民间社团组织对教育

国民增强文物意识、接受重要文化遗产及遗产地的

馈赠、文化遗产及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等诸多具体

工作负责。可借鉴的经验包括:1)重视自然遗产保

护,首创国家公园模式;2)强调对自然及文化遗产的

整体保护;3)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民俗事项

的保护。就桥梁遗产相关保护,美国土木工程师协

会ASCE主持的国际土木工程里程碑建筑评选在全

球范围评选世界最辉煌的土木工程范例,最为瞩目。
值得骄傲的是,中国赵州桥(安济桥)于1991年9月

被该协会选定为最悠久的“国际历史土木工程里程

碑”。被该协会选定为里程碑的桥梁还包括英国的

伦敦铁桥和澳大利亚的悉尼湾大桥。

3.4 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概要

日本是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得最好的国

家。其鲜明特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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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立法和法律的与时俱进,其著名的《文化

财保护法》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一部十分

完善的民族文化保护法典。该法明确规定“由国家设

立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用于保护传统文化艺术”。

2)日本强调“推行保护,重在措施”,其科学的认

定程序是“重要无形文化财产”项目认定和“人间国

宝”命名的制度保证。这些工作,持续地将整个日本

社会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提到最高。而文

化财产持有者也因为作为文化财产的传承人而得到

保护。
3)日本除了国家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外,还十分重视各级地方政府,甚至包括民间组织和

个人的参与,并对各方的权力与义务给出明确的

规定。
4)日本对文化遗产的活用最为显著,其多数文

化遗产都并非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保护”上,而是要

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文化财产的

作用。
3.5 桥梁遗产研究2019年度进展

2019年中国见刊的研究成果不多,一些民族地

区特色桥梁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保护、铁路和

运河遗产工作将桥梁遗产包括其中是两个鲜明特

点。艾斯卡尔·模拉克等[69]通过对达坂城木拱桥

进行现场勘查,分析了建桥特征及其现状,针对其病

害,提出从7个方面进行抢救性修缮保护和环境整

治措施。张超等[70]选取大运河山东段古桥进行研

究,对其历史变迁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了

其遗产构成、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

价值,提出了适当、适度修缮,避免盲目复原;发掘遗

产内涵,合理展示利用;完善制度规定,广泛发动群

众;建立资源档案,完备古桥信息;保护古桥民俗,注
重活态保护等措施。

朱云生等[71]通过对滇越铁路及个碧石铁路的

实地调查、勘测和走访,以及汇总和分析之前的调查

材料,对铁道线上和铁路沿线地区的文化遗产分布

情况进行详细的汇总,详细地阐述了站房及附属建

筑、桥梁、隧道以及其他建筑保存现状和分布情况,
分析了滇越铁路及个碧石铁路的历史文化价值,为
其研究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基础性的研

究材料,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桥梁遗产。夏骥等[72]

以贵州“一线路”古驿道既存桥梁遗产为研究对象,
根据既存桥梁的结构以及外形特点,揭示其营造技

术,并从历史、文化、科学、社会等方面,对其遗产价

值进行评价,提升了公众对古驿道沿线桥梁文化遗

产的认识。
2019年,其他国家的研究亦不多,新增一些国

家和地区开展了桥梁遗产研究和保护、现代科技为

桥梁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是本年度的两个

鲜明特点。
Mugnai等[73]使用TLS技术,对古桥梁进行健

康监测。TLS可以提供详细的3D模型,高分辨率

的激光扫描勘测甚至可以提取最细微的特征,如:裂
缝的开裂方向、结构裂缝模式等。TLS还可以提供

精确的几何测量,以便详细了解研究对象的所有变

形和异常(裂缝运动、表面变形、材料等)。

AnirudhaDas等[74]参观了印度加尔各答的5
座重要桥梁遗产,分析了它们的现状,这些桥梁采用

创新的方案来解决劣质的冲积加尔各答土壤这一问

题。通过对其桥梁结构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提出

可以使用回弹和超声波技术进行无损检测。也可以

使用Profometer技术来对钢筋进行扫描,确认钢筋

的位置和状况,实现对现有桥梁准确的结构评估。

Ghosh等[75]使用有限元方法,对具有100年历

史的砖石铁路桥梁下部结构的岩土稳定性进行数值

分析,从印度铁路技术的角度出发,评估此类传统桥

梁的岩土安全性和稳定性。

Morganti等[76]使 用 虚 拟 建 模 的 方 式,对

Garibaldi大桥和Alari大桥进行了虚拟重建,通过

这一方式,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已失去的桥梁遗

产知识,还减少了技术泄密,其展示的BIM技术,极
大地减少了3D模型制作的时间。

如前所述,桥梁文化遗产的规划和保护还处于

起步阶段,中国幅员宽广、江河、湖泊、峡谷众多,人
类迁徙频繁,历史久远,许多有价值的桥梁散布在祖

国辽阔的国土中。近年来,笔者按照文献检索和网

络信息,考察了不少有价值的桥梁,如图7~图9所

示,例如,贵州福泉(平越)及周边就有200余座古桥

亟待研究和保护,包括著名的葛镜桥(人称“北有赵

州桥,南有葛镜桥”)。可见,有重点、有条件地逐渐

开展全国桥梁遗产普查工作势在必行,这也是学习

国际成功经验的必由之路。

图7 云南建水双龙桥

Fig.7 ShuanglongBridgeinJianshui,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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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贵州福泉(平越)皋阳桥

Fig.8 Gaoyangbridge,inFuquan(Pingyue),Guizhou
 

图9 贵州福泉(平越)葛镜桥

Fig.9 Gejingbridge,inFuquan(Pingyue),Guizhou
 

3.6 桥梁文化遗产研究的思考

从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国内的现

状,结合近年来考察和从事的工作,以下思考值得

分享。

1)桥梁文化遗产的规划和保护应该获得桥梁研

究和产业领域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更多地发掘遗产

桥梁和挖掘桥梁文化内涵,更好地保护和宣传遗产

桥梁,让更多人、更多国家认识中国桥梁、欣赏中国

桥梁、保护中国桥梁,这是每一位桥梁人不可推卸的

责任。尤其是在旧桥改造工作中,一定要贯彻桥梁

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行动,我们不愿也不应该再

看到哪怕是一座精美的遗产桥梁被粗暴地拆除和抛

弃! 同时,更多桥梁研究者涉足和深入该领域,才能

真正推动中国桥梁文化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的长足进步,从而获得申报成功。

2)桥梁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工作应当教育先

行! 呼吁有桥梁工程学科或者文化遗产保护、文物

保护及相关学科的高校、职业技术学院等,应尽快开

设桥梁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课程,使培养的未来的

桥梁设计者、桥梁工程师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就具

备了桥梁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意识,同时,逐渐组

建更多的研究团队,把桥梁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作

为一个学科方向去建设和发展。

3)充分利用自媒体时代带来的信息传递通道

多、传播速度快、图文视频多维度等优势,向更多的

人宣传遗产桥梁,在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丰富灿烂

的桥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会使得桥梁文化遗产规

划和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赢得更多社会力量的

支持。

4)AI技术的发展、5G和今后6G时代带来的信

息高速、高带宽传递途径的实现、3DGIS技术的成熟

和成本的降低,为遗产桥梁的保护实现数字孪生提

供了技术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利用虚拟仿

真技术结合有限元方法,模拟遗产桥梁建造、使用、
老化的全过程,在数字世界用“孪生”桥梁历经千年

风雨,在当代再与一体化感知监测系统提供的现实

状态数据进行对比修正,得到一个与物理世界中遗

产桥梁“同生共处”的数字孪生桥梁。数字孪生桥梁

技术在桥梁遗产保护中可以为学者和大众提供极其

丰富的研究空间和体验平台:

①享用5G技术,可以欣赏一年四季桥梁遗产

的绝美风貌,而且是浸入式的主观视角。你可以撑

着伞,站在古桥上看“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

自横”;你也可以泛舟江上,回望“千年野鹤归华表,
百尺长虹驾巨川。”

②可以在遗产桥梁中体验VR,可以选择所喜

欢的朝代,选择你喜欢的人物作为自己,来一番古今

穿越游古桥,切实感受文化遗产给人带来的丰富体

验。甚至,你还可以虚拟成古桥设计者、建造者,身
着朝服、手持竹简,指导匠人们实现你心中的造桥梦

想,再看着它经风雨、历古今,并与桥梁文化名人面

对面交流诗词歌赋、把酒舞剑,成就一番桥梁盛世。

③数字孪生更为古桥的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技术手段。对桥梁状态的感知具有数字预拟与现实

监测的相互应征,更加准确而又有预见性。对桥梁

病害的原因,由于数字孪生模型的回溯而更具科学

性。数字孪生技术还可以为古桥的修葺、保护提供

多途径,实现过程、目标、目标性能劣化衰减的对比,
从而为遗产桥梁保护的决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5)在进行桥梁遗产的文化保护和宣传的同时,
桥梁保护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应该加强和深入。个人

计算机性能的提升、有限元商用软件日益成熟、加固

新材料新工艺的涌现、桥梁健康检测和监测技术的

发展,都为遗产桥梁的评估、加固和加固后性能预测

与监测提供了技术基础。加快开展对遗产桥梁材料

时变性能、建造模拟、无损加固材料和既有材料粘结

性能、“修旧如旧”加固体系等基础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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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桥梁文化遗产的规划和保护是桥梁研究的一个

新方向但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
在从桥梁大国向桥梁强国迈进的进程中,桥梁文化

遗产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不可或缺,也刻不容缓。就

研究方向而言,笔者认为其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以
下几方面为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呼吁:

1)桥梁专业的学者系统地开展桥梁历史文化的

研究,并且把桥梁历史研究从单纯的技术研究深入

和扩展到涉及交通、景观、规划、人文、建筑、历史、军
事等多方位的桥梁文化层面,梳理出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的桥梁遗产和桥梁遗产群落,逐步建立中国的

桥梁文化遗产体系。

2)结合现代检测、评估和加固理论和方法,开展

桥梁遗产保护工作的系统研究。

3)在桥梁教育工作中,开设桥梁文化遗产的相

关课程和培养相关方向的研究生,填补该项教育的

空白。

4)充分利用社会团体、媒体等力量,开展桥梁文

化遗产的社会意识构建工作和相关的教育工作,增
强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在桥梁文化遗产上的民族自

豪感。

5)分重点、有条件地尽快开展全国性的桥梁文

化遗产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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