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幽燕大地、雄关古道；
华北明珠、白洋淀畔；
我们是新时代的雄安见证者；
雄安啊，请接受我们激情澎湃的礼赞。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妙不可言、心向往之；
我们是新时代的雄安参与者；
雄安啊，我们为你呕心沥血日夜奋战。

塔吊林立、拔节生长；
蓝绿相间、水城共融；
我们是新时代的雄安建设者；
雄安啊，我们为你夯实基础添砖加瓦。

“殊为不易、堪称奇迹”；
“稳扎稳打、久久为功”；
我们是新时代的雄安歌颂者；
雄安啊，我们为你鼓与呼、抒写绚丽

华章。

啊，雄安！
新生的雄安、崛起的雄安；
你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典范；
你是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你是我们今生最美好的相遇相伴！
啊，雄安，未来之城！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作者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雄安记

者站）

雄安之歌
□宋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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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有一座飞架
东西的古桥，叫作弘济桥，因位于广府古
城东门外，又名东桥、府东桥。这是一座
单孔双敞肩石桥，由青石砌筑。桥上的大
拱券气势恢宏，好似一道横跨在滏阳河上
的彩虹。

弘济桥的建造年代和建造者不详，传
说是鲁班的妹妹所建。说是鲁班建造了赵
州桥 （又称安济桥），其妹妹既景仰又不
服，立誓要建一座超过赵州桥的桥梁，于
是建了这座弘济桥。现今在弘济桥西不远
处，还有一座叫作“兄妹情”的雕塑，讲
述的就是鲁班兄妹建桥的故事。当然，这
只是后人的杜撰，鲁班所处的时期，还没
有达到如此之高的建造水平，无论安济桥
还是弘济桥，都不会是鲁班兄妹建造。

弘济桥在结构设计上，确实有许多与
赵州桥相同之处，在建筑规模上则略小于
赵州桥，所以，又被认为是赵州桥的姊妹
桥。也因此，一般认为弘济桥是隋代建
造，并且由比鲁班晚约 1000 年的李春设
计。照弘济桥景区讲解员的说法，因为李
春忙于赵州桥的建造，当是委托其他人负
责修建。当然，这些也只是推测，尚未找
到相关史料。

弘济桥中部南北栏板外侧刻有“弘济
桥”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大字的侧面
仍保留有石刻桥铭落款：“推官公家臣、
通判周评、同知董选、广平府知府贾应璧
创建；万历十年岁次壬午十月吉日立。”
由此可以推算，现在的弘济桥是明万历十
年重建的。邯郸位于晋冀鲁豫交界处，弘
济桥也就成为晋冀鲁豫四省的交通要道。
据清《广平府志》载：“又赖滏水，上达
磁邯，下达津卫，舟楫所至，四外通商，
故不为一郡一邑之民称便也。”谓之“其

功甚弘，其利甚济”，又因修桥之时，四
面八方，捐金援人，共襄善举，共同奋
战，因此名之曰“弘济”。

弘济桥堪称我国桥梁建造史上的杰
作。其东西长48.9米，宽6.82米，主拱券
净跨为31.88米，弧矢为6.02米 （主拱券
顶到两券脚之间连线的垂直距离）。两端
的小券跨径，一为3.5米、弧矢1.6米，另
一为1.9米、弧矢1.05米。靠近桥堍的边
券跨度为3.8米，高为2.85米。主拱券由
18 道单券纵向排列砌筑而成，每道单券
平均使用33—34块券石，共用券石600余
块，券石之间用 0.37 米至 0.43 米铁束腰
（又叫铁蝴蝶） 相连结。弘济桥两侧边券
拱背都是用出檐钩联石铺墁，相邻的桥面
石纵横之间也用铁束腰镶嵌相连，纵横缝
隙用江米浆拌和的灰土进行填灌。在主拱
券拱背还安装了两根隐蔽的大铁梁，把
18 道单券紧紧地锔在一起。这种做法，
不但造型美观，更主要的是钩联石把两侧
边券紧紧地拢住，减少了边券外倾的可能
性，增强了主拱券的整体性和稳固性。在
修建时，每砌好一道单券，再砌另一道，
单券彼此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结构的
石拱桥突出的优点是：当其中一块或几块
券石出现碎裂时，只能对所在的单券构成
影响，而不会对相邻的其他单券构成大的
威胁。

作为海河流域子牙河系的主要支流，
滏阳河自古就是一条黄金水道，它的通航
历史最晚开始于隋唐时期，一直延续到
20世纪60年代。在弘济桥两侧边券上有
横三竖四、深达寸许的坑槽，这些坑槽就
是当年的纤夫拉纤绳索留下的纤痕，这是
滏阳河航运历史最真切的见证。所以，弘
济桥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了通航的要求，其

采用的主拱券双敞肩的桥梁设计，既保证
了航运的通畅，又能在河水上涨时快速分
流，同时减轻了桥的重量，节省了石料，
其造型也更加美观。

弘济桥有着很好的防洪功能。其主拱
券南侧边券吸水兽上面的桥面石上刻有一
直径四五厘米的小孔，呈弯曲状通向吸水
兽头顶上侧。每当遇到淹没吸水兽或接近
小孔下面边沿的特大洪水时，这个小孔就
会发出低沉的“呜呜”声，类似老牛的叫
声，因此当地群众叫这个孔为“地牤
牛”。它是运用空气流动和声学原理凿成
的。直到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科学家才
发现了这样的物理原理，比我们的祖先晚
了1000多年。

弘济桥是一座大型艺术宝库。其桥面
两侧各有方形望柱18根、栏板17块、抱
鼓石2块，同时使用了大量钩联石进行装
饰。望柱顶端圆雕有 7 个狮子、8 个猴
子及桃子、石榴等。栏板上浮雕有虎、
鹿、麒麟、松梅竹兰等动物和花饰，以及
节节封侯、吴牛喘月、武松打虎、八仙过
海等民间典故，图案雕琢精细，栩栩如
生。大券与小券中间刻有龙头，是蛟龙望
水的浮雕；其外边券也有精美的浮雕，其
中有飞龙、凤、二龙戏珠、奔马、怪兽
等，券顶两侧各雕有一吸水兽。两端四小
券外侧雕有龙、缠枝花等。当地流传的顺
口溜“两个仙桃俩石榴，七个狮子八个
猴，中间一个地牤牛”，把弘济桥上的雕
刻进行了形象的总结和概括。

相传，弘济桥修好以后，一个老道士
在桥上左看看右摸摸，嘴里还不住地念念
有词：“桥真好，桥真好，可惜两处没修
好，榴、桃、狮、猴没修活，龙嘴子没成
宝。”人们纷纷要求老道士帮着把这两处

修修。从那天起，老道士每天摸摸石榴、
桃，梳梳狮子和猴毛，还坐在伸出的龙头
上，用手去摸龙嘴里的那颗珠子，一连七
七四十九天，珠子突然放光，老道士也不
见了。有一年发大水，人们都逃到了桥
上。桥快被洪水淹没时，桥柱上的狮
子、猴子活了，个个跳进水里抬桥，望
柱头的石榴和桃也都成了真的，供人们
充饥。只见水涨多少，桥就浮多少，桥
上的人总是安全的，从此，人们把弘济
桥称作浮动桥。

还有另外一说。弘济桥快要竣工时，
用来做桥顶的一块大黄石总是放不平，恰
遇吕洞宾云游经过此地，他右脚用力在黄
石上一踏，竟在黄石上留下了半只脚印，
大黄石已放得平平稳稳。若是细看，桥面
上依稀可辨“吕洞宾留下的迹印”。

弘济桥还是一个地质博物馆。在弘济
桥上，共有3块青石上有三叶虫化石，其
中，桥面西端一块青石上的三叶虫最大，
只可惜，因为长年累月的大车碾轧，三叶
虫的中段已经粉碎，桥面东端的两块青石
上的三叶虫则十分完整。另外，还有角虫
化石和蛤螺化石各一块。用清水浇注后，
三叶虫、角虫和蛤螺图案都十分清晰。三
叶虫生存的时代，是5亿年前的寒武纪。
5亿年，那是大部分人难以想象的时间跨
度。这几块青石以一种超越世间常理的方
式，被安置于人来人往的桥面上。在经历
了5亿年的日升月落和1000多年的足迹纷
纷后，依旧轮廓清晰。更奇的是，在桥面
西端，还有一块光斑粼粼的玉石原石也不
可思议地被嵌在桥面上，簇拥在周围的青
石中。讲解员推测，建桥之处玉石是没有
露出真容的，是长年累月的车辆碾轧才把
玉的部分露出来，否则当年的工匠怎么会
舍得把它铺在桥上呢？或许，随着时间的
流逝，弘济桥上还有更多的地质秘密等待
人们去发现。

弘济桥也是国人的伤心地。在桥东头
的两块青石上，各有一个比拳头略小的圆
洞，讲解员介绍，这是当年日本鬼子侵占
邯郸时，在桥上设置关卡时打出来的。
1939 年—1943 年，弘济桥被侵华日军盘
踞，日军断绝了桥的通行，并挖开西侧部分
桥体在桥上构筑了碉堡。这是何等的耻辱
啊，祖先建造的桥梁，我们自己能不能通
行，要由日本鬼子说了算！更加令人气愤
的是，日军盘踞期间，把弘济桥两头的小拱
券改造为监狱，用来关押抗日工作者。夏
日酷暑，冬日严寒，抗日志士被关押在那样
逼仄的环境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可喜的是，2006 年，弘济桥被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之后，桥
上不再允许任何车辆通行，所有的化石和
艺术珍品，乃至整个桥梁都得到了最好的
保护。可以告慰祖先的是，回到人民手中
的古代匠心杰作永远都不会再让任何外人
染指，弘济桥从此真如一道飞架在滏阳河
上的彩虹，使得华北大地更加绚烂！

长虹飞架弘济桥
□黄卫来

说“读杂书成癖”，首先得界定何为
“杂书”。其实，这个问题，也真是难，人
各有异，只能大体而为之。我个人的意
见，所谓“杂书”，应该是大体具备三个
特点：非正统性、非专业性、非主流性。

正统的，如中国的“四书五经”、史
文经典等，对任何一位国人来说，都不能
说是“杂书”；专业的，术业有专攻，一
位专业人士，专业内的书籍，对他来说
自然不是“杂书”；主流，是具有一定时
间性的，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广泛流
行的书，至少在那段时间，也不应该算
作“杂书”。

而处在此三个范围之外的书，对一位
阅读者来说，即可为“杂书”。当然，具
体到每一个人，还是各不相同的。

人，性格中总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方
面，如吃饭，主食之外，还想吃一点辅
食；读书亦是如此，传统、专业、主流阅
读之外，便也想读一点“杂书”。何以会
如此？叶灵凤先生曾经就自己的读杂书说
过一段话：“仿佛像霭理斯所说的那样，
有一位圣者和一个叛徒同时活在自己心

中，一面读着‘正经’的书，一面也在读
着‘不正经’的书。”这儿，叶灵凤所说
的“不正经的书”，就是指“杂书”。

而叶灵凤心中的“圣者”和“叛
徒”，其实是指一个人性格的“二重性”，
这种“二重性”是矛盾的，但又是对立统
一的，于是，在人的行为需求上，也就表
现出某些看似矛盾的方面。读“杂书”，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性格“二重性”
的表现。

对于“杂书”的阅读，叶灵凤也有着自
己的体验和感受，在《晚晴杂记》一书中，叶
灵凤说：“我至今仍有读‘杂书’的嗜好。愈
是冷僻古怪的书，愈想找来一读为快。若
是见到有人的文章里所引用的书，是自己
所不曾读过的，总想找来翻一翻，因此，书
愈读愈杂。”可以见得，读“杂书”，对一些人

来说，不仅是一种喜好，而且还可能“成
瘾”，如叶灵凤所言“愈是冷僻古怪的书，愈
想找来一读为快”。

鉴于此，曹聚仁先生，就戏称叶灵凤
是“读杂书成癖的人”了。

其实，“读杂书成癖的人”，又何止叶
灵凤？真是多多哉，多多哉。

若然再列举一例，最典型的一位，似
乎莫过于周作人了。周作人读杂书极其博
杂，知识面涉及：笔记书牍、小说 （中
外）、神话、生物学、性心理学、医学
史、妖术史、乡土研究和民艺、江户风物
与浮世绘、川柳落语与滑稽本、俗曲与玩
具、佛经等众多方面，以至于形成自己别
具风格的“杂学”（为此，专门写了《我
的杂学》 一长文），并且还戏称自己为

“杂家”。

那么，一些人何以会喜欢读“杂
书”，以至于“成癖”呢？

除了上文所述人的性格的“二重性”
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兴趣”。
读杂书，不累，兴趣所在，享受的是一种
阅读的愉悦。因为愉悦，也才会成瘾、成
癖啊。而且，读杂书成癖的人，还会产生
一个日日熏染、潜移默化的成就，那就是
形成自己独特的“博而杂”的知识体系，
以成就自己的学问。

如叶灵凤、周作人两人，正是因为
“读杂书成癖”，才使得他们的文章，每每
旁征博引，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文
字隽永、沉郁，耐得住阅读，耐得住咀
嚼，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文章散发出一
种独特的知性光芒。

但我觉得，“读杂书成癖的人”，还彰
显出一种阅读的境界：由阅读的自觉状
态，进入了阅读的自由状态。

于是，他们的阅读，即能体现出一种
纵横捭阖之状态，一种高屋建瓴之态势，
放得开，收得拢，如鱼游大海，如鸟飞高
天，任性放纵，而又自然自如矣。

读杂书成癖的人
□路来森

“晴耕雨读”是古人的情怀，作为一个
农家女，更觉得雨天宜读书。

绵绵的秋雨一下就是好几天。当密密
的、长长的雨丝落在地上，满院是雨开出的
花朵，一朵比一朵大，一朵比一朵密。在这
样的雨里，平常奔波不停的脚步便可闲下
来，不再考虑地里植物要搭架，藤蔓需缠
绳，果蔬要管理，或者需要去赶集卖菜。伴
着滴滴答答的雨声，便可从书架挑自己喜欢
的书读。

喜欢哲学的，可以读《道德经》，可以
读《王阳明的心学》；喜欢散文的，可以读
林清玄的 《人间最美是清欢》《欢喜心过
活》，亦可读白落梅的《在最深的红尘里重
逢》《你是我今生最美的修行》。喜欢小说的
可以读莫言的《生死疲劳》《蛙》或是王安
忆的《长恨歌》，郭宝昌的《大宅门》……
只要是你喜欢的，完全可以让心静下来，在
雨声中安静地享受与书相伴的时光。

物欲横流，让多少人的脚步匆匆，奔走
在赚取无尽钞票的路上。心每天都被学
费、彩礼、车贷、房贷所累。每一个人都
在匆匆地赶路，有时就是吃饭也是胡乱地
吃上几口。而雨，至少可以让没有假日没
有公休的农人暂时闲下来。调整一下忙碌
的身心，让文字给灵魂以补给，不再让心
显得烦躁不安。

读书，是与智者对话，写作者虽然都是
冰雪聪明的智者，但他们也是凡夫俗子，也
食人间烟火，也会经历情感的起伏，也会有
消沉低迷的时刻，能够通过他们的故事，获
得精神的力量，从而有面对风雨的勇气。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虽然我们处在最好的时代，但每个人终究会
有个人的烦忧，雨天读书，是对身体的放
松，让心灵摆脱喧嚣，获得心灵的宁静。

雨天宜读书
□刘桂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