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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后坑木拱廊桥荣获大奖 
                            

庆元是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这里有拥有世界上最濒临灭绝的植物之首——百山祖冷杉，拥有世界上

最濒临灭绝的动物之首——华南虎；这里也是香菇的发祥地；当地的方言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唐音，被誉为

中国语言的活化石；还有 200 年间出了 26 位进士的名动一时的进士村——大济村！当然这里还是廊桥之

都，是古廊桥天然博物馆！  

庆元境内溪流纵横，山高水急，随处可见建于溪峡之上盖有廊屋的廊桥。据光绪版《庆元县志》记载，

自宋元以来修建的各式古廊桥达 230 多座。由于古时庆元“深僻幽阻，舟车不通”，历史上兵戈较少，加

上当地民众的悉心保护，如今境内仍完好地保留着 97 座风格各异的古廊桥，占了浙江省的三分之一强，

是全国廊桥最多、最集中的县，素有“古廊桥天然博物馆”和“廊桥之都”的美称。庆元木拱廊桥不但具

有全国数量最多、历史最悠久、历史沿革最具连贯性的特点，而且全国现存寿命最长、拱跨度最大、廊屋

最长的木拱桥均在庆元境内，堪称当世一绝，座座廊桥如瑰宝镶嵌于群山之间，无声无息，如梦似幻，它

们或凿石为梁，或叠木为拱，有的横跨悬崖峭壁之上，有的静卧小溪碧波之上，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景

致十分壮美。 

5 月 15 日，也就是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帕曲霞—阿尔伯特小姐前来庆元，为坐落在庆元县竹口

镇的后坑桥频发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始设于 2000 年，旨在鼓励和肯定个人或民间组织对

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复。申报章程规定，申报项目的建筑主体必须有 50 年以上的历史，并在申报当年之

前的 10 年内被维修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共设卓越奖、杰出奖、优秀奖

和荣誉奖四等。其中卓越奖 2005 年只评出 2 项，其中中国为 1 项，也就是庆元后坑木拱廊桥。这项奖项

对庆元来说是至高无上的！是庆元历史上获得的最高的奖项，想必一定对庆元人们积极保护廊桥和旅游开

发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次荣获卓越奖的《浙江省庆元县后坑木拱廊桥》申报项目，得到了评委会的高度评价，其评语如下：

秀美如画的后坑桥是浙江和福建两省遗存至今的少量木拱廊桥之一，它的维修，在保护重要的木构历史建

筑方面，为杰出的技术特色树立了区域标准。通过对类似桥梁的国际比较研究，该项目显示出对以后坑桥

为代表的 17世纪复杂的中国建筑传统价值的理解。维修工程反映出这一地区尊重历史传统工程修建原则，

并崇尚用天然材料建造的建筑艺术。维修工程的结果，使后坑桥重新融入了秀丽的乡土文化景观。采用与

当地社区签署具有开创意义的保护合同，能够保证后坑桥继续发挥其作为周边村落公共聚集空间的功能，

继而延续与这种重要的木构历史建筑相关联的具有深厚根基的地方社会文化传统。 

在颁奖仪式上，双枪公司认护了庆元三座廊桥（分别为唯一的国家级保护单位——如龙桥，唯一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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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保护单位——兰溪桥，以及坐落在县城中心的咏归桥），所谓的认护就是交纳一定的认护费用后，与文

物管理部门签订认护协议，承担起所认户的廊桥相应的护理工作，如打扫卫生、简单的修补、日常的管理

等费用。当我在市民广场的台上签完字走下来的时候，多家媒体围着我，问我为什么会考虑认护廊桥。当

时我是这么说的：我非常爱自己的家乡，在 98 年的一次职工大会上，所有的部门经理都说了一句话代表

自己的承诺、志向或愿望，我当时也说了一句话——我将用毕生之力，净化这片天空，美化这块土地！一

直以来我就有这样的愿望，希望通过我，通过双枪人的能力能够让庆元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我曾

经写过一首歌——《绿色生命》，歌曲的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地球只有一个，生命需要绿色，让我们

共同努力为明天留下一江碧水、一方绿地、一片蓝天。庆元木拱廊桥是庆元文物中的瑰宝，是真正世界级

的文物，能为之尽一点绵薄之力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不足挂齿。 

庆元的木拱廊桥能够荣获这样的荣誉实属不易，颁奖仪式虽然结束了，但带给我们的深思才刚刚开始。

浙江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庆元木拱廊桥已经具备申请的资格，不管未来能不能成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由于重视不够，也由于去年桑美风暴的摧残，现在有 50%以

上的廊桥都岌岌可危，如果不及时修复都将面临着离开我们视线的危险。据初步估计，修复这 50 座木拱

廊桥需要花费上千万元的费用，对我们这样一个财政极其困难的县城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事在人

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想保护好廊桥一定指日可待！廊桥的美丽身姿一定会永驻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