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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美学2019年度研究进展
梁艳,何畏,唐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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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桥梁美学已经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建筑与结构相结合的道路。
通过梳理近年来桥梁美学的发展状况,从桥梁美学理论与设计方法、桥梁美学与历史文化研究、桥
梁附属建筑设计与景观生态美学、桥梁建筑批评与评价、桥梁美学设计实践、桥梁美学教育等方面

阐述了桥梁美学的发展成就;对将来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简要预测,并提出了作者的建议

和观点,希望对桥梁美学理论和设计实践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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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morethanhalfacenturyofdevelopment,bridgeaestheticshasembarkedonapaththat
combinestheoryandpractice,architectureandstructure.Manyscientificresearchdepartments,design
institutes,anduniversitieshavemadegreatcontributionstothetheoreticaldevelopmentandpractical
applicationofbridgeaesthetics.Thisarticlesortsoutthedomesticandforeigndevelopmentofbridge
aestheticsinrecentyearstoreviewthedevelopmentachievementsbysomeaspectssuchasbridge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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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发展史是一部人类自身发展史的真实写

照。从最原始的天生桥,简易的独木桥、汀步桥,到
后来技艺双绝的拱桥,发展到现代化的超千米的缆

索承重桥梁,无不倾注了人类无与伦比的智慧和辛

勤的汗水。对美的追求是人类向高级文明进化的结

果,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后,人类必然会追求高

层次的精神世界。美学思想与人类发展密切相连,
浸润了人类文明的整个脉络。桥梁美学思想,虽然

其概念的提出也就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但其历史

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聪慧的先辈,给我们留



下了精美绝伦的赵州桥、玉带桥、伦敦塔桥等人类遗

产,也给后人留下丰厚的桥梁美学精神遗产。虽然

这些精神遗产大多数没有通过文字的形式流传下

来,但却深刻地影响到桥梁建设。
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中国桥梁无论是规

模、数量、质量还是技术都已经处于世界先进行列。
桥梁美学也是当代桥梁建设面临的热点问题,尤其

在桥梁概念设计和方案评选阶段,对桥梁美学的重

视程度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任何时候,一线设计人员

也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对桥梁美学理论的

研究,现也遇到一些问题:一方面,美学思想和理论

偏于感性,主观性较强,难以形成系统;另一方面,桥
梁美学研究偏于社会科学,在当前将工程建设成果

指标化的情况下,科研人员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

的回报,这也是当前桥梁美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工

程人员却难以满足越来越高的美学要求的主要

原因。
幸运的是,不少有识之士在大量的工作实践中

总结了许多有益的桥梁美学思想和经验。在过去的

几年中,中国有许多精品桥梁问世,这些桥梁或精

致、或飘逸、或灵巧、或雄伟,无不倾注了工程人员满

腔的热情。笔者通过整理过去几年桥梁美学等相关

领域的发展以及已建桥梁的桥梁美学设计实践,对
桥梁美学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新进展和未来的发

展方向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希望

对桥梁建设有所裨益。

1 桥梁美学理论与方法

1.1 桥梁美学理论

对桥梁美学的系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

四十年代[1]。1937年,德国结构工程师卡尔·塞西

特勒与弗里茨·雷昂哈特合著出版了专著《桥梁造

型》。1942年,日本的鹰部屋福平教授编撰了《桥梁

美学》,1965年出版了《桥:美的条件》。雷昂哈特教

授是最早系统地研究并实践桥梁美学的专家。1979
年,在他的倡议下,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成立了

“结构工程美学”工作小组。由此,桥梁美学开始得

到普遍关注。20世纪8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大

卫·比林顿教授提出了“结构艺术”(Structural
art),构建出桥梁设计的“3E原则”。1991年,美国

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下属的桥梁美学分委会出版了

《世界桥梁美学》一书,这是全球16个国家24位桥

梁美学专家(包括中国的唐寰澄先生)的合著。世纪

之交,全球掀起一股建造千禧桥的风潮,这为桥梁美

学在人行桥上的应用提供了空间和舞台,对桥梁美

学理论与设计方法的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
目前,桥梁美学理论大多借助于建筑美学理论,

还没有形成专门的桥梁美学理论或流派。近年来,
桥梁美学理论的发展没有太大的突破。但无论是设

计人员还是科研人员,建筑师还是结构工程师,在继

承前人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都在努力地推动桥梁美

学理论的发展。
强玮怡[2]基于视觉原理、视觉心理学等理论,研

究桥梁的空间形态、比例、细节设计要点,概括出城

市桥梁外观设计的创新方法。运用艺术设计手法优

化桥梁外观造型,使桥梁在基于受力合理的基础上

实现外观的和谐与优美。李力[3]概述了桥梁美学的

基本准则和不同类型桥梁的设计问题,对桥梁美学

设计进行了一定的了解与探究。王嘉钰等[4]从设计

美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设计美学的哲学基础,通过

调研,结合案例论证了桥梁美学的基本方法以及在

美学角度中的桥梁设计相关思考。
罗晓瑜等[5]通过对洞庭湖二桥(图1)桥址自然

环境和地域文化的调查与分析,从具有当地文化特

色的“排箫”中抽象出基本的竖向线条造型元素。在

主桥比例设计中采用比例图解法与黄金分割法确定

边、中跨比。在构件造型设计中,桥塔造型采用力学

图式法,以竖向线条元素为桥塔基本造型元素,创作

出受力明确、韵律良好、造型新颖的塔型;引桥桥墩

造型采用立面竖向刻槽设计;锚碇侧面造型采用分

层线条设计;主梁采用通透的桁架梁。全桥造型元

素一致,风格统一,当地自然与文化特征在现代桥梁

造型设计中得到很好的应用,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

合的优秀案例。
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在积极进行桥梁美学理论和

实践的探索。以荷兰为例,该国大多数桥梁建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技术或功能原因,部分桥梁将

不得不更换。随着交通强度的提高和机动性的增

加,新桥的设计和建造策略必然与过去有所不同。
新方法需要确保将因建筑工程和未来的养护运营维

护等活动引起的交通阻碍影响减至最小。在代尔夫

特工业大学,Reitsema等[6]正在开发一种SMART
桥概念,用于快速无障碍的基础设施置换。通过利

用经过验证的创新技术并将学术研究付诸实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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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最佳选择。目前正在使用的最新建筑创新技

术,如先进的水泥材料(ACM)、结构健康监测

(SHM)技术,先进的设计方法(ADM)和加速桥梁

建设(ABC),都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这些创新

代表着向下一代基础设施迈出的新步伐,其中,快速

施工、智能桥梁设计、可持续性、零能耗、无/低维护

和美观是关键特征。这是桥梁美学思想与创新技术

结合发展的一股潮流,是桥梁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图1 洞庭湖二桥设计细节及效果图[5]

Fig.1 DesigndetailofthesecondDongtinghuBridge[5]
 

Rusev等[7]介绍了英国的第一座网状吊杆拱桥

(图2),此桥于2017年12月通车,并支持一条连接

曼彻斯特中心的皮卡迪利车站和维多利亚车站的新

铁路线。该桥所处区域历史修久,古迹较多,所以,
其美学影响至为重要,因此,采用了一种不对称的

“色带”形式,这种形式在视觉上将不同类型的结构

联系在一起。

图2 英国新铁路线上的拱桥

Fig.2 Themainarch-bridgeofnewmainrailwayinEngland
 

桥梁建筑美学的理论研究也在同步展开。结合

建筑理论,使桥梁美学与建筑美学相结合,实现桥梁

工程设计与建筑设计完美融合是当前发展的一个主

流方向。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通力合作,共同构建

体现力学与美学、桥梁功能性与建筑美观性完美结

合的桥梁作品,是公众期待的目标。
叶裕民等[8]以武汉市新华路唐家墩人行天桥为

例(图3),以建筑学视角为切入点,从外部城市景

观、内部空间体验、场所精神构建等方面对城市人行

天桥设计进行研究。通过多种设计元素的综合运

用,为行人提供舒适、愉悦的慢行空间体验和文化记

忆,提升城市空间景观品质,是桥梁美学与建筑美学

通过建筑元素进行协作的案例。

图3 武汉市新华路唐家墩人行天桥[8]

Fig.3 TangjiadunFootbridgeinXinhuaRoadofWuhan[8]
 

随着大型数字化艺术品的收藏和深度学习技术

的成功应用,人工智能和艺术的交汇具有了新的研

究前景。Cetinic等[9]为了探索深度学习技术在理

解对象识别和分类之外的艺术图像方面的适用性,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NN)来预测与人类感知的3个

主观方面有关的分数:图像的审美评估、情感的唤起

图像以及图像的记忆性。对于每个概念,评估在不

同自然图像数据集上训练的几种不同的CNN模型,
并根据定性结果以及与艺术品的现有主观评分进行

比较,选择效果最好的模型。此外,采用不同的基于

决策树的计算机模型来进行分析,以构图和颜色有

关的各种图像特征来确定图像的美感、视觉情感和

记忆力得分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分析表明,内容和

图像照明对美学有重大影响,其中,色彩鲜艳与对比

强烈影响情绪预测,对象强调对记忆性有很大影响。
此外,通过分析不同艺术风格、流派、艺术家在不同

时期的分布,探索艺术史背景下预期的审美、情感和

记忆力得分。提出的方法使人们能够基于高度主观

的艺术层面去探索美术收藏的新方法,并且弥合了

传统形式分析与美术计算分析之间的差距。学习建

筑学的沟通构图理论和方法,将有助于桥梁美学向

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1.2 桥梁美学与历史文化研究

美学思想,与人类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对桥梁

美学与历史文化相关性研究与应用也在广泛开展。
在桥梁概念设计中,桥梁融入历史文化元素,提升所

在城市或地区的人文情怀,是当前桥梁设计的重要

方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桥梁建筑的景观设计与艺术

创作早已进入业界的视野,逐步成为城市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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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焦点命题。苏朝浩等[10]从地域性与城市文

脉的角度切入,进行桥梁建筑中特有的力与美的协

同设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创作思路。从地域、城市

和区域3个视角,尝试从关东文化、长春文化和空港

新城等视角对桥梁进行定位,采用了文脉挖掘、文化

原型抽象以及力与形的协同设计等主要方法,实现

了反馈于特定文化语境的力与美的形态相统一的创

作目标。作为一个融合地域文化与桥梁美学的设计

案例,可以为桥梁建筑的文化意象表达以及美学形

态的研究提供实证参考与理论线索。
随着城市建设的持续发展,人们对桥梁不再简

单追求单一功能与结构性能,桥梁在文化语境下的

艺术表现性备受关注。苏朝浩等[11]从地域文化语

境入手进行桥梁的建筑创作,是提升桥梁艺术表现

力与文化品位的一个重要方式。以长春空港经济开

发区通港湾大路跨饮马河大桥为例(图4),通过文

化原型的发掘、抽象与还原等创作流程,对桥梁的整

体形态与细节进行整合设计,实现了长春地域文化

特点在桥梁形态上的艺术表达。

图4 长春饮马河大桥[11]

Fig.4 YinmaheBridgeinChanghcun[11]
 

作为地标性建筑,尤其是城市桥梁,人们对它的

美学要求会更高。大家都希望自己家乡的地标性建

筑是一个名片,对于工程师来说,对桥梁格调有一定

认知就尤为重要。优美的桥梁很难建出来,所以,避
免建设没有格调的桥梁就显得尤为重要。黄瀛[12]

对桥梁格调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可行建

议。宋福春等[13]首先从理论基础出发,论述了地域

文化与桥梁美学的含义。在此基础上,以沈阳市“一
河两岸”河心岛桥梁设计为例(图5),从不同角度对

地域文化进行了挖掘与凝练,形成了盛京 浑河独特

的桥梁结构与功能布局。总结了将地域文化融入桥

梁美学设计中的关键思路,对桥梁美学设计中体现

地域文化特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3 桥梁附属建筑设计与景观生态美学

桥梁附属建筑是桥梁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包括桥面栏杆、灯柱、桥头堡、桥亭、桥廊、桥头公

图5 沈阳市“一河两岸”河心岛桥梁设计[13]

Fig.5 River-Center-islandbridgeinShenyang[13]
 

园、桥梁雕塑、桥碑等等。桥梁附属建筑是桥梁功能

性的延展,是表现桥梁美学艺术性的重要载体。许

多情况下,桥梁概念设计的理念体现和建筑语言的

表达都体现在桥梁附属建筑上;所以,如何对桥梁附

属建筑进行系统而细致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桥梁最终的美学质量。
以桥梁雕塑为例(图6),雕塑是对自然美的理

解和表达,混凝土材料天然具有塑形的特性,结构的

形态总是和材料存在逻辑上的相关性。曹菲[14]通

过几座混凝土桥梁项目的雕塑化实践经验,探讨了

混凝土结构雕塑艺术的审美来源以及雕塑化在结构

表现中的作用和实现方法。

图6 桥梁现代雕塑艺术

Fig.6 Sculptureartinmodernbridge
 

桥梁景观以桥梁为主体,以环境及景观为载体,
是美化桥梁主体及周边环境的手段,最近几年也越

来越受到重视。同样地,对桥梁生态景观的设计考

虑,也大多借助了建筑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蒋宇

等[15]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

智慧,其生态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塑造了廊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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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特色:生命情调之美、生态和谐之美、生活意蕴

之美。发掘中国古代廊桥的生态美学思想,从生态

美学的视野中去寻找当代桥梁美学的灵感,创造生

态价值与文化特色并存的桥梁景观美学。图7为成

都安顺廊桥,是中国古代廊桥的典型代表,其独特的

廊式造型,历经风雨,与周围环境景观融合,即使周

边现代高楼林立,也没有丝毫的违和之感,是桥梁景

观在城市环境中的完美体现。

图7 成都安顺廊桥

Fig.7 AnshunBridgeinChengdu
 

1.4 桥梁建筑批评与评价

桥梁是一种特殊的建筑物,其蕴含的哲学思想

折射出整个社会的群体价值。对既有桥梁和待建桥

梁进行建筑批评或评价,也是桥梁建筑美学理论发

展的一个方向,将推动桥梁事业健康发展。桥梁建

筑批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目前,
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大多是有建筑背景的专

业人员,部分具有桥梁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在逐渐

转向这方面的研究,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这种观念

的转变令人鼓舞。

18世纪之前的桥梁批评属于建筑批评的一部

分,近代桥梁批评思想出现了技术美学的新观念。

20世纪,桥梁美学理论从兴起、发展到逐渐走向成

熟,为桥梁批评提供了美学标准,但至今尚未形成系

统的桥梁批评理论体系。李莹[16]对桥梁批评的历

史进行了研究,分3个主要阶段梳理了不同时期桥

梁批评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以及与其相关的美学思

想、建筑批评理论、工程技术发展概况和桥梁的风格

与特点。李莹[17]也对中国桥梁界对科学、全面地评

价桥梁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

而系统的研究。为了建立桥梁价值与意义评判的依

据,在桥梁工程理论和建筑批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桥梁批评研究汲取桥梁美学、桥梁史、价值论、符号

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思想,建立了以批评主体、批评客

体、价值问题、桥梁符号和批评方法研究为核心内容

的理论框架。

2 桥梁美学设计实践

任何理论都离不开实践,桥梁美学思想也贯穿

于桥梁建设的全过程。过去的一年,许多精美的桥

梁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一些桥梁工作者也为此做了

很多经验总结,使我们有幸能够见到一线设计人员

的前沿设计理念在桥梁上得以实践。从这些作品中

能够发现,设计人员的态度越来越务实,桥梁美学设

计与结构设计能够协调统一,过去那种片面追求桥

梁造型“新、奇、特”的现象有所改观。
目前,已有一些较为成熟的设计原则正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宋富春等[18]结合实例对人行天桥设

计美学进行了分析总结,说明人行桥的结构不仅要

安全可靠,还要注重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桥梁的整体

美感尤为重要。在沙河大桥景观造型设计之初(图

8),为了彰显漯河历史文化特质,提升区域整体魅

力,王建中等[19]经过了充分的环境调研,对影响桥

梁造型的各项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经过多轮比

选,形成了完整的理念和方案成果。漯河市牡丹江

路沙河大桥为异形景观钢拱桥,充分展现了当地的

人文特色,缓解了交通压力且完善了城市路网。熊

桂开等[20]通过采用空间倾斜双肢圆型钢 混结构拱

型桥塔、空间扇型斜拉索索面、局部增设钢构装饰格

栅等措施设计了一座较为美观的拱塔斜拉桥(图

9)。张扬[21]结合河源永康大桥的方案设计,简述了

桥梁美学要素在方案设计中的体现。

图8 漯河市沙河大桥

Fig.8 ShaheBridgeinLuohe
 

图9 拱塔斜拉桥[20]

Fig.9 Arch-towercable-stayedbridge[20]
 

Olipitz[22]介绍了奥地利菲拉赫盖尔河上方的一

712第5期     梁艳,等:桥梁美学2019年度研究进展



座公路桥梁的施工情况,表明所有参与施工过程的

人员在新的创新施工方法中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
在菲拉赫建造的这座创新拱形桥梁,采用一种组合

横截面,示范性地展示了雄心勃勃的美学桥梁结构

对建筑环境的积极影响,由此产生的附加美学价值

已经得到证明。在所在位置构成这座桥梁,其灵感

来自自然,并与道德和美学相呼应,赋予了建筑独有

的特色,说明土木工程师在创作过程中不仅需要涵

盖桥梁结构的生态、经济和技术等方面,还需要在设

计方面对结构进行创新性的强调。

Beadepereda等[23]介绍了圣飞利浦一座横跨雅

芳河的人行天桥(图10)。该桥是解决复杂穿越问

题的创新解决方案:为两个具有明显高程和外观差

异的堤岸之间提供连接。设计应适合于当前和远期

情况,并要求与现有的桥梁和未来建筑物和谐共存。
这座桥是一个50m跨度、4m宽的钢梁桥,具有叉

形的几何形状,设有残疾人和骑自行车的坡道以及

一个楼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这样设计生

成的形状,符合结构、美学和功能的多方面需求。由

于采用了这种整体方法,该桥结构紧凑,简单、优雅

且对于人行天桥和河道使用者均清晰明确,一目

了然。

图10 圣飞利浦人行天桥[23]

Fig.10 FootbridgeinSanPhilips[23]
 

2019年,IABSE将杰出结构奖(OStrA)颁发给

英国MerseyGatewayBridge(图11)。该桥的3座

桥塔高度不等,中心桥塔高80m,两边塔高分别为

110、125m。主梁采用后张预应力混凝土单室箱梁,
双幅布置,梁高4.5m。MerseyGatewayBridge是

一座优雅协调的多跨混凝土斜拉桥,无刻意的设计

理念,也无刻意的建筑元素的运用,简单纯粹,体现

了形式符合功能的设计哲学。
过去几年,新建的许多桥梁带给公众愉悦的审

美感受,提升了整个城市乃至社会的精神气质,是桥

梁美学在实践中运用的重要工程案例,如成都五岔

子大桥、北京永定河大桥、湖北秭归长江大桥、沪通

图11 英国MerseyGateway桥

Fig.11 MerseyGatewayinEngland
 

长江大桥等。虽然一线工程人员在设计过程中对桥

梁美学设计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却鲜见于公开出版

的相关文献,是为憾事。下面就其中几个比较有代

表性的案例做简要介绍。
成都五岔子大桥(图12),这座大桥概念设计来

源于莫比乌斯环,一种单侧、不可定向的曲面,由德

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在

1858年独立发现。该环循环往复且无止无休,因
此,被定义为无限大“∞”的同时,也象征亘古永恒。
借由莫比乌斯环的无限之环概念来设计桥体结构,
以此彰显的恰恰是,成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和开放

发展的广阔胸怀。上层像弯眉,下层则似微笑,作为

连接两大板块的重要桥梁,五岔子大桥在结构形式

上分两幅桥进行设计:上游桥为主桥,下游桥为副

桥,主、副桥间通过连接通道相接。主桥在上,坡度

适宜,是连接两岸绿道可供自行车顺利通过的桥体,
同时也符合残疾人通行规范,实现了功能与形式的

统一,也极具人文情怀。

图12 成都五岔子大桥

Fig.12 WuchaziBridgeinChengdu
 

北京永定河大桥(图13),是双塔斜拉桥,桥梁

标准宽度47m,高塔120m,低塔73m,高塔和低塔

的倾斜交代分别为60°~78°和73°~80°。两座高低

索塔采用倾斜空间异形门式塔,意为“和力之门”,将
成为连接起城市和自然的和谐之门。从受力示意模

型图上看,双塔形如两个面对面坐在地上的人,双脚

互抵,手拉钢索,各自倾力后拉;背后,又有人在用力

拽拉钢索。从永定河上侧看“和力之门”,更切近汉

812 土 木 与 环 境 工 程 学 报(中 英 文)             第42卷



字“人”,那种动感的张力,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

传承。这样生动的构图思想,将建筑化的形象语言

注入桥梁结构,充实了桥梁的结构形态表现形式。

图13 北京永定河大桥

Fig.13 YongdingheBridgeinBeijing
 

湖北秭归长江大桥(图14)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跨度钢箱桁架推力拱桥,2019年9月通车。该大桥

通车后,能实现沪蓉高速、沪渝高速相互连通,有效

串起了神农架、昭君故里、屈原祠、武陵山、张家界等

景点,将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三大世界级景点

连成一体,对促进鄂西地区旅游和三峡库区经济发

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桥梁主跨531.2m,规模大,体
量巨,是典型的环境视觉中心。在设计上,该桥没有

任何冗赘的造型,专注于桥梁结构自身功能的科学

合理性,从结构力学原理的角度有力地阐述了桥梁

美学的极致内涵:最合乎力学原理的桥梁结构即是

最美丽的桥梁。该桥主拱优美的弧线采用靓丽的中

国红,桥面栏杆及中央分隔带的色彩也以红色为呼

应,隆重而喜庆是该桥美学设计的点睛之笔。

图14 湖北秭归长江大桥

Fig.14 ZiguiYangzi-riverbridgeinHubei
 

已经合龙的江苏沪通长江大桥(图15),大桥全

长11.072km(其中公铁合建桥梁长6989m),主桥

为跨径1092m的钢桁梁斜拉桥结构,是世界上首

座超过千米跨度的公铁两用桥。以大桥巨大的体

量,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地标性桥梁。整个桥塔采用

钻石型,上塔柱采用人字型,塔身线条圆润柔和,传
力路径顺畅,充满力感。桥梁主塔、桥墩、栏杆、中央

分隔带采用高雅的材料本色,在落日的余晖衬托下,
显现出欢快的明黄色,衬托着桁架主梁极具自然生

命感的淡绿色,使桥梁犹如一条雄伟的巨龙卧于长

江之上。凭借自身的超大规模,该桥再次诠释了桥

梁结构美的真谛:功能与美学是辩证统一的,满足结

构设计原理的桥梁会完美地阐释桥梁美的内涵。

图15 江苏沪通长江大桥

Fig.15 HutongYangzi-riverbridge
 

山东淄博潭溪山玻璃桥(图16)为世界首例无

背索斜拉弧形玻璃桥,建于潭溪山顶海拔700m的

崖壁之上,桥面跨度117m,悬空高度101m,外弧最

大半径90m,桥面宽度2.45m;梁下方无钢架支撑,
极具动感与美感。该桥造型设计理念独特,拱塔与

主梁线形呼应,犹如一只俯瞰大地的智慧之眼。晴

天时,蓝天和白云的倒影铺满玻璃桥面,有踏云而行

的快感;云雾天气时,玻璃桥则在雾中若隐若现,宛
如海市蜃楼,使观众如同进入了梦幻般的未来。整

个桥梁结构设计与造型设计有机融合,体现了设计

者对结构理念完美的理解,把桥梁结构自身的美感

完美地通过力学原理表达出来。该桥集观光、旅游、
休闲于一体,也代表了中国景观桥梁发展的一个方

向。2019年,该桥获英国工程师协会人行桥结

构奖。

图16 淄博玻璃桥

Fig.16 GlassbridgeinZibo
 

说起最近几年的代表性桥梁,就不得不提享誉

世界的港珠澳大桥(图17)。大桥全长55km,连接

着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和广东省珠海市,远远望

去,就好像是一条蛟龙蜿蜒腾越在蔚蓝色的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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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桥不仅各方面技术水平世界领先,在设计理念上

也走在了国际前列。作为代表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

工程,该桥处处体现出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继承、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尊重和拥抱世界各方文化

的胸襟。青州航道桥(图17(a)),塔顶剪刀撑吸收

“中国结”文化元素,将最初的直角、直线造型“曲线

化”,使桥塔显得纤巧灵动、精致优雅。江海航道桥

(图17(b)),桥塔整体造型优美,亲和力强,主塔塔

冠造型取自“白海豚”元素,轻盈灵动,是实用性与美

观性的完美结合,是理性与感性的全情交织,与海豚

保护区的海洋文化相结合,具有强烈的地标韵味,是
港珠澳大桥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之一。九洲航道桥

(图17(c)),主塔造型取自“风帆”,寓意“扬帆起航”,
造型设计简洁、流畅、大气,与江海直达船航道塔身

形成序列化造型效果,透露出强烈的力量感,与蓝天

白云、伶仃海面浑然天成,具有强烈的地标韵味。港

珠澳大桥的设计建设理念和精神必将深深影响今后

中国桥梁建设事业。

图17 港珠澳大桥

Fig.17 HongKong-Zhuhai-MacaoBridge
 

近年来,许多结构合理、造型优美的桥梁在世界

各地修建,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中国作为基建

大国,广大设计者在实践中努力开创桥梁设计的新

理念,把桥梁造型与实践美学完美结合,充分体现了

中国桥梁技术的先进性和桥梁建设者勇于开拓进取

的创新精神,为桥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桥梁美学教育

对桥梁工程人员进行美学素质的培养,是提升

桥梁美学质量的长远保障。教育界在积极行动,努
力培养具有美育思想情怀的后继接班人。杨春健

等[24]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桥”的研学课程中,通过

颐和园的调查、动手实践等活动实现了“研与学”的

有机融合,学生自主合作、尝试探究、点拨评价等形

式贯穿研学过程的始终,学习充满了研究性,是中等

教育向专业教育转化的一个探索。
中国多所高校,如西南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长安大学等,相继开设了《桥梁美学》、
《桥梁概念设计》等相关美学美育课程,旨在培养具

有艺术鉴赏力及创造力的工程专业人才。梁艳

等[25]对《桥梁美学》通识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探

讨。以建设“双一流”大学和“金课”建设为契机,专
注于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结合当前社

会环境及学生关注的热点,充分利用工程类专业实

体模型、工程实践、移动网络、社交平台、网络视频、
传统优秀教学方法等教学方式和手段,积极探索工

程类通识课程课堂的教学模式。梁艳等[26]也对土

木工程专业新型综合课程《桥梁美学》教学改革与实

践做了一些建设性的工作。教育观念的改变,必将

促进中国桥梁美学的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4 结论

通过总结过去几年桥梁美学的发展,不难发现,
相较于20世纪末,纯粹对桥梁美学理论的研究正逐

渐减少,理论服务实践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这

个信息化的时代,笔者认为,桥梁美学的发展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桥梁美学设计与桥梁结构设计是辩证统一

体,今后应加强两者在设计过程中的协同工作,并从

理论上继续加以研究。

2)对桥梁美学设计理论的研究与建筑美学理论

的衔接将会更加紧密。

3)借助信息化技术,如BIM、人工智能等,使桥

梁美学设计与工程实践有机对接。

4)在桥梁概念设计阶段,为桥梁注入人文情怀,
注重桥梁景观与环境设计,仍是未来发展的重要

方向。

5)及时总结桥梁设计过程中的美学思想,也是

工程人员应有的情怀和责任。

6)注重桥梁美学性与经济性的统一,杜绝片面

追求标志性景观桥梁而脱离实际的现象,仍是当前

各方义不容辞的责任。

7)对桥梁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还处于起

步阶段,教育界还需做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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