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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泰顺县的群山之中，坐落着
十几座木拱廊桥。这些廊桥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是当地
人行走、乘凉休憩的去处。今年 6 月，闽浙两省由泰顺县
为牵头的七县申遗联盟将木拱廊桥推介至高校，让更多
学子认识了解古人的智慧结晶。

“廊桥申遗·全民参与”2019 年闽浙木拱廊桥全国高校巡回展

穿越千年的木拱廊桥
姻本报记者 袁一雪

“人世代谢像流动的长河，其沙滩内
有时会埋没真金，需要再次勘探和发现。”
近年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乔治
忠，就一直在做“沙里寻金”的工作。他找到
了一块现代学术史上的“真金”———五十
多年前逝世的天津籍学者刘坦。

刘坦，天津武清县人，毕生致力于
历史年代学研究，一生著书超千万字。
1937 年，其《〈史记〉纪年考》出版时，刘
坦仅 27 岁。上世纪 50 年代，刘坦在《历
史研究》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国古代
之星岁纪年》，至今仍是全世界在该专
题领域的唯一专著。用乔治忠的话说，

“此书论述之精深、系统，可谓独家挺
进，绝学特立，破解千古迷茫”。

孤独而艰难的治学历程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刘坦是一个
少见的存在。一个历史学者，居住在研
究条件并不完备的乡下，以一己之力开
展艰深的学术研究，经历日寇入侵、军
阀混战的大乱世而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实属传奇。乔治忠说，“他成学的奥妙，
在于不谋功利，锲而不舍，惟以求真、求
是为学术研究的目标”。

刘坦的生平事迹虽不复杂，却很传
奇。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
于家境不佳，到了九岁才进入本镇名士
王猩酋的私塾读书。王猩酋赏识刘坦聪
慧好学，根据其性情、资质，从识字起
步，循序渐进地课以古文典籍。但刘坦

本具沉潜的性情，他逐渐将治学兴趣倾
向于历史的考证。1935 年 9 月，篇幅不
大的《孔诞考正》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
馆主办的《东方杂志》，是他第一篇公开
发表的处女作。

《东方杂志》是著名的综合性期刊，
其激励与鼓舞作用不言而喻。更重要的
是，商务印书馆由此了解了这位年轻学
者，与之签订了出版学术著述的合同，促
使刘坦确定了终生治学、毫不旁骛的人
生目标。并在 1937 年 5 月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史记〉纪年考》一书，刘坦矢志
治学，从此不再做其他任何营生。

在乔治忠的努力下，刘坦的治学理
路和治学历程逐步浮出水面，呈现在世
人面前。

《〈史记〉纪年考》完稿交付之际，商
务印书馆和刘坦又订立了《〈史记〉系年
考》一书的出版合同。但《〈史记〉纪年考》
出版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
攻中国，随即上海商务印书馆遭受野蛮轰
炸，商务印书馆不仅无法兑现新的出版合
同，即便是已经出版的《〈史记〉纪年考》，
也没能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迄今总结历
来研究《史记》的著述，大多将此书遗落。
在刘坦一方，新书《〈史记〉系年考》的撰写
也极其艰难，加之大病一场，“频年陷入半
死状态”，至 1945 年方略具初稿。

1930 年间撰成十余万字的《周秦诸
子传略考》，是刘坦初入历史考据之途
的作品，后来他自己总结说此稿“去成
功绝远”，遂将之放弃。但考证先秦诸

子，需要精读《史记》，而这次撰著很不
成功，促使他努力探求治史途径。刘坦
找到的办法就是“别录”，即打乱史书的
原有体例，分门别类地把同一人、同一
国、同一事的有关信息放在一处，注明
出处，进行综合、比较和分析。

1954年，刘坦《论星岁纪年》一文精深
的学术论述，得到郭沫若、竺可桢等学界
巨擘的赞赏。1956 年 7 月 9 日至 12 日，中
国科学院举办全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
学讨论会，刘坦被邀请参加。会后，郭沫若
对刘坦说：“世界上研究星岁纪年的人屈
指可数，祝你取得更大成绩。”并希望刘坦
留在北京搞研究，但刘坦婉言谢绝了。

多年夙愿在心房

1960 年，刘坦旧病复发，不幸病逝。
在刘坦逝世数年后，乔志忠进入中学阶
段的学习。此时，他听到刘坦做学问的
故事。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期
间，乔治忠就已在图书目录中发现刘坦
著作，啧啧称奇。到 1996 年，乔治忠已经
是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其时业师杨翼
骧编著第三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需要判定明代罗曰褧著《咸宾录》的撰
成之年，涉及将星岁纪年转换为明代万
历朝的干支纪年问题。查阅各种资料均
不得要领。

当杨翼骧把这件事告诉了乔治忠
后，他想起了少年时听到的刘坦研究历
史年代学的故事，提议杨先生参考刘坦

《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结果十分理
想，杨先生十分高兴，连夸刘坦此书学
术精深，应当好好研读。“但当时我浏览

《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懵然若坠入五
里雾中，完全不懂，心中则立下夙愿：有
朝一日，定要从学术上彰明这位乡贤的
成就。”乔治忠说。

2006 年 4 月，乔治忠专程到武清，
结识了时任武清图书馆馆长的张文，得
以破例浏览了刘坦的手稿，拍摄少量资
料，但仍因刘坦学问的艰深而暂时搁
置。2015 年，乔治忠临近退休，有了更为
灵活充裕的时间，遂决心钻研一下历史
年代学的基本知识。乔治忠发动朋友和
学生的力量，查找刘坦散佚的文章。

2016 年 12 月，曾在乔治忠指导下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师王传，偶然间发现了刘坦民
国年间发表在报纸上的考证文章。王传
把这些文章扫描下来发给了乔治忠。

“史料的发现真令人欢欣鼓舞”，乔治忠
说，“在我完成夙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
多朋友和学生无偿的帮助，新朋聚会言
刘坦，他们可是大功臣！”

敢教天下见华章

“中国学术史、史学史的研究，忽略
或隐没了刘坦一人，乃是丢了一大片江
山！”乔治忠积极投入到刘坦遗著的整理、
表彰工作中。

刘坦的著述颇丰，除了科学出版社

1955 年出版的 《论星岁纪年》、1957 年
出版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未刊稿
还有很多。刘坦因病逝世之际，立下遗
嘱，死后将全部手稿及藏书捐给武清图
书馆。经多年社会运动波折，有所佚失，
但大多仍存，藏于武清图书馆。1976 年
之后，武清图书馆作了较为妥善的整理
和收藏。根据乔治忠的研究和统计，现
存刘坦遗著可粗分为三大类别，一是成
系统的史料抄节总汇，如《〈史记〉别录》，
以及诸多的史料索引，二是专题性考
录，三是有深湛学术研究内容的论著。

2019 年 3 月 31 日，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天津市武清区图书馆联合发布了

《中国古代纪年丛考》，将刘坦的手稿以影
印方式出版，收录刘坦著述十余种，并按
照类别进行了整理编排，分为著述类、别
录类、整编类和索引类等。当天，乔治忠主
持了《中国古代纪年丛考》出版座谈暨史
学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

乔治忠认为，刘坦的治学方法和治
学精神，至今仍有宝贵的意义和价值。
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采用刘坦那
样搜集和编辑资料的思路与方法，可以
将文献、史料强化记忆、烂熟于心，打下
牢固的学术基础，从而受益终生。“刘坦
的著述，研究对象多为特别艰深的问题，
而学术的魅力，就在于知难而进，攻克难
关。阅读刘坦的著述，能够体会出作者
的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惟以求真、求是
为宗旨的治学态度，这是学者最为宝贵
的素质和准则。”乔治忠说。

上世纪 90 年代，一本《廊桥遗梦》
打动了不少读者的心，之后翻拍的影
视作品更是让人们通过情感共鸣结识
了廊桥。殊不知，廊桥并非国外独有，在
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泰顺县就保留着近
千年的木拱廊桥。而其作为中国建筑文
化史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已经被纳
入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
时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6 月 24 日，“廊桥申遗·全民参与”
2019 年闽浙木拱廊桥全国高校巡回展

（武汉站）在中国地质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举行。在高校里，承载了几百年风
雨的木拱廊桥不仅是自古至今联结当
地河两岸人民的桥梁，更是连通古今、
联结高校与地方的桥梁。

木拱廊桥的故事

浙江省泰顺县、庆元县、景宁畲
族自治县，福建省寿宁县、屏南县、周
宁县、政和县，自古环境优美、气候温
和，曾有大量文人志士迁徙于此，醉
心桃源之地，并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
灿烂的地域文化。廊桥，就是其中最
杰出的代表。

在当地，廊桥也被称为虹桥，是一
种“河上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
廊一体”的古老桥梁样式。1959 年，著
名桥梁专家罗英先生主编的《中国桥
梁史料》出版，其中收录了另一位桥梁
专家唐寰澄先生研究汴水虹桥的文
章。但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桥
梁技术已失传。

直至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木拱廊
桥在浙南被“发现”，茅以升在《中国
古桥技术史》一书中例举泰顺的薛宅
桥、庆元的竹口桥等五桥，证明“北宋
时期盛行于中原的虹桥技术在民间
并未失传”。

上世纪 90 年代，来自国内外的一
批高校学者和地理历史学家走进这片
土地，并被木拱廊桥深深吸引。上海交
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刘杰就是其
中之一。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与汴水虹
桥构造极其相似的古代桥梁建筑，不
但构造精美，而且经久耐用，每座桥梁
都是一道风景，并称其为人类即将消
失的圣地。

“仔细看过《清明上河图》的人应
该注意到，图上绘有北宋时期的木拱
桥。”刘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介绍说。在泰顺县等地发现的木拱廊
桥在外形上与《清明上河图》略有区
别，是极具研究价值的文化遗产。

木拱廊桥最令人着迷的是其横跨
40 米宽的河流而不需要任何柱脚的支
撑。根据《宋会要》的记载，绘于《清明
上河图》的木拱廊桥可以通行装载数
十石的大车，其载重量相当于今天 2
至 3 吨的卡车。

已经研究木构廊桥 20 余年的刘
杰将闽浙山区这种木拱桥称之为“编
木拱梁”结构。这是因为在建造过程
中，整座桥梁总体是由原木纵横“编
织”而成，但在桥梁的中部存在一段

“梁”式结构，所以这类桥梁在结构学
上亦拱亦梁。为了形成“拱形”，千年前
的工匠们将桥面分为第一系统与第二
系统，如果分别将第一系统的四根拱
骨与第二系统的三根拱骨视为“经
线”，而将横在其上的横木视为“纬
线”，则这两者上下穿插叠压。工匠们
巧妙地利用了经纬之间的摩擦力，保
持了拱桥结构的整体稳定性。“这是属
于中国传统营造的智慧，与西方的传

统不同，我们的祖先更喜欢用简单的
思想解决复杂的事。”刘杰说。

与高校结下的缘分

2002 年，从泰顺县走出、就读于西
南民族大学的学生钟晓波，因为阅读
了刘杰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 《地理知
识》（即今天《国家地理》杂志的前身）
上发表的《泰顺廊桥》一篇图文并茂的
长文，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投
身宣传家乡泰顺木拱廊桥的事业。“当
时互联网刚刚兴起，钟晓波找到我商讨
如何办好‘泰顺廊桥网’，我当时给了他
两个建议：一是改泰顺廊桥网为中国廊
桥网，二是寻求社会资助。当时我还介绍
了上海的美籍华人叶守璋先生。叶先生
是一位慈善家，为支持我个人从事中国
廊桥研究，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华桥基
金会’。”刘杰回忆说。

那时的木拱廊桥在经历了上千年
后，大多已破旧不堪。一些桥面上的挡
板，几乎全部脱落；有些桥底的圆木被
盗导致整座桥摇摇欲坠。比修复木拱
廊桥更严峻的现实是，能够按照传统
工艺修桥的人已经极少。

网页一经完成，立刻得到了泰顺
县相关领导的支持。他们还邀请企业

注入资金，并在刘杰和复旦大学吴松
弟等教授的建议下决定让其走入高
校。第一站便设在刘杰和吴松弟分别
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策
划这个展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廊桥，
拉近大学生与客观物质的联系，让他
们感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寻找自己
的梦想。而无论是泰顺等七县当地旖
旎的风光还是建桥技艺的复兴都符合
我国绿水青山的生态目标与文化复兴
的目标。”刘杰表示。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木拱廊桥走
入高校的活动，让更多从事建筑、人文
的师生了解那些几近失传的工艺与曾
经辉煌的历史。2005 年到 2008 年，刘
杰还与吴松弟、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
文明系系主任包弼德合作，邀请其他
教授和学生一起前去木拱廊桥所在地
进行联合考察。

同时，国内的报道也得到了国际
的呼应。两年前，英国一家纪录片公司
通过美国教授推荐找到刘杰，要求前
去浙江庆元县、泰顺县拍摄木拱廊桥。
纪录片拍完后将在美国播出。其拍摄
的目的，是因为几十年来，洪水、飓风、
火灾频发，美国有大量廊桥被人为或
者非人为破坏，相关部门在不断探索
如何拯救和保护这些遗存的廊桥。最

终，他们选择对标中国——— 一个有着
2000 多年廊桥建设历史的古老国家，
今天，在中国的南方、西部山区有很多
廊桥被保存下来。

“现在中西方建筑智慧在融合，中
国很多传统营造智慧被西方结构科学
吸纳。我希望不仅是西方关注我国的
古老文化，大学生也应该从木拱廊桥
曾经被忽视的、认为落后的传统文化，
寻找到与现代社会结合新的爆发点。”
刘杰表示。而自开始研究木拱廊桥后，
刘杰所带的研究生中已经有多位以此
为题进行研究。

只为更好的保护

2002 年木拱廊桥的展览第一次走
进高校并一炮而红后，2004 年，闽浙七
县就启动联合申遗工作。2009 年，“中
国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
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2 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被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7 年，闽浙七县组建廊桥保护和申
遗联盟，签订《联合申遗备忘录》，动员
更广泛的力量参与到廊桥保护申遗中
来，力争早日让闽浙木拱廊桥进入世
界遗产大家庭。

这股力量自然有高校一份，2014
年，闽浙七县联手再次走进高校，这
次除了上海市外，还选择了浙江省与
福建省的多家高校。“2014 年和今年
走进高校时我们准备得更充分，不仅
展出了关于木拱廊桥的工艺，还展出
了不少当地特色文化，比如畲族民歌、
提线木偶戏、寿宁北路戏等国遗项
目。”泰顺县廊桥研究保护中心副主任
庄通在接受采访时告诉 《中国科学
报》，“今年下半年，我们打算带着木拱
廊桥的展览走进北京大学与清华大
学，让更多高校了解这项技艺。”

乔治忠：发掘学术史长河埋藏的真金
姻本报通讯员 林栋 记者 陈彬

在中国奥运历史上，“刘长春”这个名
字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作为首位正式参加
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刘长春虽然在 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没有拿到奖牌，但当他
站到短道赛场的起跑线上的一刻，就已经
谱写了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历史篇章。

与此同时，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刘长
春的这一刻也在东北大学的历史上留下了
浓重一笔，成为东大人永远的骄傲。

刻苦训练，终获成果

1923 年，东北大学成立。校长张学良
受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强国必强种，强种必
健身”的体育思想影响，创建体育专修科，
以“健身强国，抵御外辱”为办学理念，发展
体育教育。刘长春就在此时进入了东大。

入东大学习之前，刘长春是一名仅
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工厂学徒工。
不过他自幼便喜爱体育运动。1927 年，在
大连中华青年会主办的春季运动会上，
刘长春的百米成绩达到了 11 秒。同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去大连参赛的东
大足球队队员孙庆博发现，并由张学良
之弟张学铭带回沈阳，被东北大学破格
录取为预科生，体育系成立后，刘长春正
式转入东大体育系。

当时，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学制三年，
设有内堂课程和外堂课程两种。内堂课程
有国文、英文、体育原理、体育史、生理学、
卫生学等近 30 门；外堂课程有球术、田径
赛等课程。刘长春进入东大后，便立刻投入
到了紧张的训练中。按当时东大的规定，学
生每天训练两次，早晨 5 时起床，早操 100
分钟，刘长春每天不仅完成教练布置的训
练计划，还要加练起跑和疾跑，每次的跑程
总在 40~60 米。与此同时，东大还指派专人
对刘长春实行小灶单兵训练。

艰苦、科学的训练，换来的是刘长春在
赛场上的优异成绩。

1929 年 5 月，在沈阳召开的第十四届
华北运动会上，刘长春在 100 米、200 米和
400 米三个项目中，均以创全国纪录的成
绩夺冠。赛后，张学良勉励他说：“不仅要与
国人抗衡，还要敢和外国人争雄。”

同年 10 月，在东大汉卿体育场举行的
中、日、德三国运动员田径对抗赛中，刘长
春在 100 米、200 米项目中，凭借当时远东
地区的最好成绩，登上了远东短跑之王的
宝座。张学良在向他颁奖时，再次鼓励他要

“更上一层楼，为中华民族争光。”1930 年 4
月，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刘
长春创下了 400 米的全国运动会纪录。

征战奥运，为国争光

此时，第十届奥运会即将在美国洛杉
矶举行。此前的历届奥运会，中国均未派运
动员参加正式比赛。东大体育专修科主任
郝更生积极主张中国应派刘长春等人去参
加此次奥运会，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中华全
国体育协进会负责人的赞同，但当时的南
京政府却以没有经费为借口，宣告本届奥
运会仍不派运动员参赛。

恰在这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
发，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北平。日本政府为了
摆脱其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竟打起了刘
长春的主意，导演了一场所谓刘长春“代表
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闹剧”。当刘长春在报
上得知：“刘长春、于希渭君将代表‘满洲
国’参加七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国际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消息后，无比气愤，立即
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苟余良心尚在、

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
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
马牛。”这给了日本帝
国主义以当头一棒，使
其罪恶阴谋大白于天
下。

张学良十分不满
南京政府对参加奥运
会的冷漠态度，他把刘
长春请到自己的官邸，
资助了 8000 银元路
费，并鼓励他说：“今天
我们的家乡被日寇侵
占，国难当头，更需要
有你这样的有志青年，
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
……我相信，全国老百
姓也希望你能在比赛
中取得好成绩，长一长
中国人的志气。”

1932 年 7 月 1
日，在东大第四届毕业
典礼暨体育专修科第
一届毕业典礼会上，张
学良郑重宣布：“为粉
碎日、伪阴谋，扬我民
族之精神，本司令定捐
赠八千银元特派应届
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
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
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出
席第十届奥运会。”

此后，刘长春一行
经过 25 天的海上颠
簸，于 7 月 29 日抵达
美国洛杉矶码头，7 月
30 日，刘长春等高举
中国国旗参加了第十
届奥运会开幕式。论实
力，他已具备了世界水
平，但由于乘船在海上
漂泊时间过长，又由于到达洛杉矶的第三
天即参加比赛，所以在 100 米和 200 米项
目中，都未能进入决赛。但他代表中国第一
次参加奥运会正式比赛，已经为我国体育
史开创了新纪元。

半世风雨，英姿永恒

1937 年，刘长春因伤终结了竞赛生
涯。此后十年，穷困潦倒的他四处漂泊。
直到 1949 年新中国诞生，他才得以凭借
体育教师的身份返回体育场。此后，他一
直在故乡大连任教。1979 年 11 月，中国
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刘长春曾
担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
会副主席等职。

1983 年 3 月 25 日，刘长春因病辞世，
享年 73 岁，临终没有留下遗言。一年后，中
国正式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 23 届
奥运会。之后人们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
了 1984 年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名单中。

在代表中国出席奥运会 76 年后，“中
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在母校东北大学有
了永恒的英姿。2010 年 8 月，一座以刘长
春命名的体育馆正式落成，在体育馆外，矗
立着一座总高 4.6 米的刘长春人物塑像。
每天，当第一抹朝阳照射在刘长春雕像和
现代感十足的刘长春体育馆时，在这里锻
炼的东大学子都会想起 80 年前，在世界奥
林匹克运动会上那个矫健身影。

（作者系东北大学党委宣传部校报编
辑部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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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

乔治忠认为，刘坦
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
神，至今仍有宝贵的意
义和价值。在某些具体
问题的解决上，采用刘
坦那种搜集和编辑资料
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将
文献、史料强化记忆、烂
熟于心，打下牢固的学
术基础，从而受益终生。

史海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