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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文化》

前言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是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
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
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
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不仅深刻阐明了
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更为新时期加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和路径。　　交通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通行业的灵魂，是实现交通又好又
快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良性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和
服务性行业，服务是其本质属性。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交通发展要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全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提出了“发展现代交通业，建设一
个更安全、更通畅、更便捷、更经济、更可靠、更和谐的现代公路水路交通系统”。从文化的角度看
，这也正是我们基于交通运输的本质属性和交通行业的神圣使命所作出的价值选择，是交通文化的核
心内涵，是引导交通事业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具体体现。　　交通部党组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2006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努力建
设具有鲜明行业特点和时代特征的交通文化，用文化和精神的力量凝聚全行业，使交通行业更加充满
活力。不断开创交通事业发展的新局面。”2006年6月26日召开的全国交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更加明确地提出：“加强交通文化建设，努力增强行业软实力”，力争文化建设在今后五年内取得明
显进展。随后，部印发了《交通文化建设实施纲要》，对交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
原则和工作措施作出了具体安排和部署。这是交通部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交通文化建设的重要文件，它
强调新时期交通文化建设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设具有鲜明时代
特点和交通行业特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要以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以弘扬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重点，大力加强精神文化建设；要在实践
中加强探索和研究，系统总结交通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确立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交通事业发展
要求的交通行业的核心价值体系；要实施“五个一工程”，即形成一批交通文化研究成果，提炼一种
交通精神，征集确定一个交通行业徽标，创作一批交通文艺作品，完善一批交通博物馆，将全行业文
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面增强交通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断增强交通行业的凝聚力，提升
交通行业的影响力，提高交通发展的软实力，为交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为
全面深入推进交通文化建设工作，2006年11月部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了交通文化建设研究工作指导委
员会，按照行业文化、系统文化、专业文化、组织文化四个层次，分别成立了交通行业文化建设研究
总课题组和公路文化、道路运输文化、交通规费征稽文化、港口文化、海事文化、救捞文化、船检文
化、航海文化、廉政文化、公路执法文化、长江航运文化、交通公安文化、路文化、桥文化、车文化
、站文化、船文化、航标文化、航道文化、交通行政机关文化、交通企业文化和交通事业单位文化
等22个子课题组，由行业内有一定研究基础、有积极性、有较好的支撑条件、具体代表性的部门或单
位牵头，并邀请文化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按照力求出精品的要求，系统
地开展了交通文化研究工作。经过广大研究人员一年多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取得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出版这套多卷本的《21世纪交通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系列丛书，是交
通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丛书从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系统地总结了交通文化源远流长的
发展历史、积淀丰厚的特色文化、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绚丽多彩的建设成果。“系统文化”侧重于
交通行业不同系统的特色文化研究，重点提炼和阐述了各系统具有系统特色的价值理念：“专业文化
”侧重于不同专业领域的特色文化研究，重点收集、挖掘和整理了交通行业物质文化成果；“组织文
化”侧重于交通行业不同组织的特色文化研究，重点梳理、凝炼和展示了各类交通组织的特色价值理
念、行为规范和形象标识。整个研究工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将“铺路石”、“航
标灯”等交通行业传统精神与包起帆、许振超、陈刚毅等先进典型所展现的时代精神有机结合，在建
设交通行业核心价值理念体系方面做了积极探索。　　交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
的工作，既要整体部署，又要稳步推进。近年来，尤其是实施《交通文化建设实施纲要》以来，全行
业日益重视交通文化建设，注重丰富交通发展的文化内涵，取得了一些有行业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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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文化》

成果，涌现了青岛港、天津港等一批优秀企业文化建设单位和青岛交运集团“情满旅途”、南京长途
汽车站“爱心始发站”等一批知名服务品牌，形成了南京交通局“交通文化通论”等一批理论研究成
果。《21世纪交通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系列丛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全国交通行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七大精神，兴起交通文化建设新高潮，进一步提高交通行业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交通事业又好又
快发展，切实做好“三个服务”，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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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桥文化》是交通部组织开展的交通文化建设研究22个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由中国公路杂志社承担
完成。我国桥梁建设的历史源远流长，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
年来，桥梁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近年来长江、珠江、沿海的跨江跨
海大桥建设，演绎着我国由桥梁大国向桥梁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一座座气势雄伟的特大型桥梁越江
跨海，沟通南北东西，极大地增进了地区往来，支撑了经济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
相对于我国桥梁建设的巨大成就，桥文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桥文化》一书，以文化的视角，
从技术与艺术有机结合、科学与人文相互渗透的角度，梳理我国桥文化的发展脉络，展示我国桥文化
的发展成就，体现桥文化在推动我国桥梁建设事业和交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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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
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既有令人推崇备至的历史典籍，气象万千的诗词歌赋，也有泽被后世的
四大发明，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　　在祖国辽阔土地的江河湖海之上，凌空飞越着一座座造型优美
壮观的古桥和现代桥梁，它们是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的结晶，是建筑艺术中的杰作和瑰宝。　　当我
们沐浴着晨风朝晖，远眺赵州桥飞动的雄姿，或在夕阳晚照中，观赏江南古桥柔美的倩影时；当我们
乘坐现代列车，从南京长江大桥上风驰电掣般驶过时，或在华灯初放的夜晚，领略飞越黄浦江的卢浦
大桥的迷人风采时，都会为这充满智慧的神奇创造感到惊叹和自豪！　　“一桥飞架南北，夭堑变通
途”。桥连接了道路，沟通了文化，繁荣了经济，造福于人类。　　桥，是人类伟大的文化创造，它
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纽带，文化的载体，美与和谐的象征。　　在此，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足迹，对
中国源远流长的桥文化作一次巡礼和漫游。　　桥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揭示桥文
化的丰富内涵，我们先从文化的含义谈起。　　一、文化的含文　　“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词
语，古往今来，不同学科或流派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来界定文化，从而使文化成为一个具有多种涵义的
概念。　　在中国，古人对文化现象的观察和思考由来已久。从文献记载来看，古代的“文化”一词
是分开的。它经历了一个由“文”与“化”各自为词到组成“文化”一词的过程，其含义由精神现象
扩展到人类创造行为与成果，体现了内涵和外延不断被拓展的特点。　　“文”的本意，指的是色彩
交错的纹理。《周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由此，“文”被引申为装饰、修整和人为
加工与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性符号，再被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言辞文章和德行道义
、完善文德等。　　“化”的本义为生成、造化、变易等，指的两种事物一方或双方的形态与性质发
生变化。由此而被引申为教化、迁善和“化而成之”等。　　“文化”一词连在一起使用，最早见于
《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此，天文与人文相对应，“
文”与“化”连用，已带有“以文教化”的意义。意思是：统治者通过观察天象，可以了解时序的变
化；通过观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可以用教育感化的手段来治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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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居然是第一个～首先这书内容很包罗万象，但是基本上也都说的不是很清楚，该配图的地方不配
图，不该配图的地方瞎配图还不加注释，行文非常古怪，像是一堆桥梁学家和一堆中文老师相互商讨
后的结果，作为工具书当新华字典查查可以，对自己的记忆力有信心可作为把妹之掉书袋用书之一～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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