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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2日，由河北博物院主办，浙江大学艺
术与考古学院、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支持的

“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河北特展”国
际学术研讨活动在河北博物院举行。来自中国国
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北博物院、上海博物
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埃尔朗
根-纽伦堡大学以及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
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
院、广州美术学院等15家单位的24位专家学者，
围绕宋元明清时期的绘画与鉴藏分享了最新研
究成果，不仅为研究梁清标的书画递藏提供了重
要支撑，也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南北方鉴藏谱系奠
定了基础。

开幕致辞中，河北博物院党委书记、院长熊
慧彪介绍了近年来博物院在收藏、保管和展示人
类文明及地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盛世
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河北特展”开展以来
的盛况，并希望以此次展览和研讨活动为契机，
在推动中国古代绘画鉴藏研究基础上，深入挖掘
与阐释河北文化特色。

本次学术研讨活动共分为四场，与会专家就
各自研究领域作出精彩发言。

第一场研讨活动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书画部副主任汪亓主持。埃尔朗根-纽伦堡大
学高级研究员，荷兰籍中国艺术史学者、汉学家
葛思康作了题为《缺失画意：两幅画以及如何区
分其原作和仿制品》的发言，通过分析马远《华
灯侍宴图》、黄公望《天池石壁图》阐释如何区分
原作和仿品，运用图像学分析法发现了原作和
仿作的明显区别。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
育学院院长孔令伟在《读文徵明的〈真赏斋图〉》
中指出，古法书、图画是古人之“须眉面目”，可
以直接感通历史，他认为卷轴书画、三代鼎彝古
物至少于宋代脱离文献、祥瑞的内涵成为祖先、
家国荣耀的重要象征，北宋覆亡加重了这层含
义。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
理论委员会委员朱万章在《形象变换与身份异
同：高士奇肖像的塑造》中谈到，在清代学术和
鉴藏史上较有影响力的高士奇，刻意塑造了如
隐士、扈从、学者等不同形象，延伸探讨了清代
早期书画鉴藏家的形象变换与心路历程。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黄小峰以《在名画
光晕之中：美术史中的〈捣练图〉》为题，纠正了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完颜景贤出售给冈仓天心”
等递藏记述错误，指出《捣练图》于 1912年左右
在琉璃厂尊古斋售于外国藏家，当年入藏波士
顿艺术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委员余辉担任本场研讨活动的评议人，对四位专
家的发言作出点评，孔令伟、朱万章长于宏观叙
事，葛思康、黄小峰的细节考证十分精彩，四位专
家聚焦学术前沿，涉及绘画史、收藏史、图像解读
甚至史学史等多重领域，以新维度、新视角、新材
料深化拓展了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局面。

第二场研讨活动由黄小峰主持。上海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颜晓军以《元人合笔陶九成竹居诗画
卷探考》为题，全面考察了时人与陶宗仪的交游，
探讨了吴镇与赵氏、陶氏的关系，并对此卷的鉴
藏进行了补充考证。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藏
品管理部副主任任文岭在《图构名山——中国绘

画中罗浮山形象的塑造与构建》中分析了目前流
传的三类罗浮山题材绘画，共同塑造了其多维形
象，对当下罗浮山文化形象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庆庆通过《笔底明
珠寄兴情——从金湜〈葡萄图卷〉谈起》，认为葡
萄与梅兰竹菊一样，是文人精神追求和人格规范
的艺术象征，反映出中国传统花鸟画高峰时期的
发展趋向。故宫出版社编辑关键在《元人陆行直、
钱德钧的书画收藏》中详细梳理了二人的生平、
交游及藏品情况，对元代书画史、鉴藏史进行了
补充考证。

孔令伟为本场研讨活动作了精彩点评：四位
嘉宾或从画家与收藏家的交游、生平入手，或从
绘画的题材切入，提供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与研究
路径，颜晓军、陈庆庆注重绘画作品个案研究，为
考察与理解绘画的时代风貌提供了重要线索，任
文岭以罗浮山为对象，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山水
画，关键的发言对元代鉴藏史研究作了补充。

第三场研讨活动由任文岭主持。上海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副研究员陆蓓容在《重读〈授砚斋鉴
藏录〉——书画目录再审视》中围绕康熙年间书
画鉴藏家宋荦展开，梳理了宋氏藏品的流散过
程，分析了清代鉴藏史走向。天津美术馆展览部
馆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张伟在《晚明书画
对古代工艺美术鉴藏的影响》中指出，书画较早
进入鉴藏领域，在收藏门类中体系完整，地位较
高、较影响大，古籍鉴藏的钤印、审美及古物鉴藏
观念等，受书画鉴藏影响明显。香港中文大学文
物馆助理策展主任龙德俊在《画家生卒年研究札
记两则——以黄氏家族捐赠文物馆的萧晨、毕涵
二作浅析》中指出，萧晨曾为梁清标绘《蕉林书屋
图》，为梁清标侄子梁天植绘《揖石斋图》，与梁氏
家族交游颇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车
旭东在《京口张觐宸、张孝思祖孙的书画鉴藏活
动》中指出，镇江张氏家族的收藏与交游是明末
清初江南书画鉴藏活动中的代表，启发并促进了
当时书画创作。

朱万章对嘉宾的发言进行了评议：陆蓓容提

供了一些新资料、新理念，如对目录文献的解读、
美术史观念变化的分析；龙德俊公布的画作为

《清稗类钞》中提及恽寿平对毕涵及对清代画坛
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支撑材料；张伟谈及的话题
很有创意，大家之前较少关注，提供了新的视角；
车旭东以抽丝剥茧的形式梳理了张氏家族的书
画传承，从继承到流传到最后去向的完整脉络。
四位专家于书画鉴藏领域在研究方法、新材料发
掘，包括图像与文献互证等方面都给我们以新的
启发。

第四场研讨活动由葛思康主持。中国国家
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樊祎雯以《梁清标藏〈豳风
图〉创作鉴藏考》为题，分析了其创作背景与意
图，以及在“毛诗图”系列作品与梁清标收藏体
系中的地位和意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陈波在《〈聚芳亭图〉卷探微——兼及郑禧〈春梦
录〉》中认为，此图流传有序，但元人题跋仅有数
人可考，作者存疑。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轶
丹以《励宗万〈秋郊大猎图〉卷研究》题，考证确
认了此图作者为励宗万，且目前未见励氏有其
他同类题材白描作品。河北博物院陈列展览部
负责人、研究馆员王文丽以《正定梁氏与蕉林收
藏》题，介绍了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正定梁氏家
族，认为家族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梁清标的鉴藏
观念，继承了博览群书、嗜古富藏的家族传统。
广州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儒在《驱魔与击
壤——中外两件浙派风俗题材作品的画史意
境》中，论证了弗利尔美术馆藏《傩祓图》、中国
国家博物馆藏《社戏图》的异同，对其主题、作者
等进行考证，分析了明中期与早期浙派画家相
异的创作取向。

第四场研讨活动的评议人浙江大学艺术与
考古学院教授缪哲指出，樊祎雯在宋代绘画经学
化趋向上的探究，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陈波
对《聚芳亭图》题跋分析得很详细，对八思巴文的
解读体现了多学科合作的必要性；刘轶丹提供了
馆藏画作最基本的研究信息并加以发布，展现了
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担当与责任；王文丽对梁氏家
族的家世与家风的梳理，让我们了解了梁清标鉴
藏趣味的养成；李子儒的发言为我们展现了书画
鉴定分析的一个详细案例。

李道礼等造阿弥陀佛坐像现收藏于山西博
物院，造像尺寸较大，雕刻精美，是典型的唐代式
样，无论从艺术还是雕刻工艺方面都称得上是唐
代佛教艺术的珍品，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和历史
研究价值，是研究唐代宗教艺术及佛教史的重要
实物资料。造像记内容丰富，其中人物众多，雕刻
年代确切，文字书写者姓名十分明确。本文从造
像雕刻题材、装饰题材、佛弟子相关记载等方面
对造像进行探析。

造像形态 李道礼等造阿弥陀佛坐像，石灰
岩质，通高 155.5 厘米、底长 72 厘米、宽 72 厘米
（图1）。佛为螺发，面部饱满丰圆，细目低垂，鼻梁
高耸，两耳垂肩，颈部有三道，肩宽胸阔，外着通
肩袈裟，衣纹线条雕刻疏密适度，自然流畅，呈

“U”形垂悬于座前，左手伏掌置于左膝之上，右
手残缺，结跏趺坐于八棱形束腰须弥座之上，座
下刻一周覆莲纹饰，莲下刊刻题记，头光与背光
为一体式，头光为双圈形，内圈中心饰莲瓣纹，外
圈雕七尊坐莲化佛，化佛均着通肩袈裟，双手施
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身后大背光饰火
焰纹，造像原有彩绘工艺进行装束，现颜色除少
有存留，大部分已脱落。

题记文字 须弥座下缘刊刻发愿文一周（图2）。
竊 以 七 水/沉 淪 浩 □/亘 撗 波 之/浪 十 山

（欻）/燄烈烈□/岳嶠之（珎）/自非智□/未能達
□/彼岸若/非法雨（無）/以息此崐/炎故知拯/
六塵寔/資三寳（一）/海清太□/誠荷/皇恩佛/弟
子李/道禮李□/福李寘誨/李延慶李/處真李儀/
鳯李良□/李思慎李/思道䓁□/人奉爲/開元皇
□（帝）/敬造阿弥/陁像一區/䫟万國□/安兆人
快/樂又䫟過/去先亡□/超三界見/存家口福/樂
万春/眷属（親）/姻同霑此/菓一切含/識並獲斯/
囙承昔聚/沙尚爲佛/塔然今鎸/石造此尊/容相
好備/圎晈然如/在恐青谿/枳變碧/海桒（桑）生/
故立斯文/表乎年祀/以大唐開/元十四年/嵗在
景/寅暮秋/功畢矣/散官李/道禮書

造像题材 从该造像题记内容可明确主尊
雕刻题材为阿弥陀佛，阿弥陀意为“无量”，阿弥
陀佛即为无量佛。在中国佛教中对阿弥陀佛的初
始记载，见于东汉时期月氏国的支娄迦谶大法师
翻译而成的《般舟三昧经》中，对阿弥陀佛进行了
称颂。

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由于南北朝时期
社会动荡成为百姓的精神寄托，经帝王显贵大力
推崇，传播广泛，隋唐时期达到鼎盛。随着佛教中
国化的发展，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
等流派相继出现，其中净土宗成为唐代佛教传播
主流之一。净土宗早期是以弥勒信仰为主，后期
则以阿弥陀佛为信仰对象，颂念阿弥陀佛之名，
依靠阿弥陀佛之愿力，得以往生西方净土的佛教
宗派，反映了大乘佛教“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
精神。净土宗的思想依据为“三经一论”，即指《无
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论》。在
龙门石窟中，有纪年的隋唐时期造像题记有 268
龛，其中明确为阿弥陀佛的有 137龛，阿弥陀佛
的造像比例远大于其他佛像的数量，这也说明阿
弥陀佛在隋唐时期深受人们的信仰。

山西作为我国佛教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区
域，也是弥陀净土信仰的发源地之一。净土法门
历来祖师辈出，庐山东林寺慧远、长安光明寺善
导、五台山竹林寺法照等祖师都与山西有着深厚
的渊源。山西各地陆续出现因皇室的推崇、或个
人或社邑团体信仰而修建的寺院，如中条山栖岩
寺、蒲州仁寿寺、汾州玄中寺等，佛寺的净土高僧
层出不穷，以各种目的塑造的阿弥陀佛造像也日
益增多，如太原龙山弘善寺依龙山凿建的阿弥陀

佛像、大同云冈石窟灵岩寺的阿弥陀佛坐像、五
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彩塑阿弥陀佛像等，弥陀净土
信仰的传播与发展在山西非常活跃。

装饰题材 李道礼等造阿弥陀佛坐像头光
中出现了七佛形象的装饰题材，七佛是佛教艺术
中常见的雕刻题材，七佛造像渊源已久，最早表现
七佛题材的雕刻应是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的
桑奇大塔，塔中雕刻并列的七棵菩提树或七座佛
塔，用以表示七佛形象。七佛信仰较早见于印度原
始佛教《阿含经》中，根据东晋翟昙僧伽提婆所译
的《增壹阿含经》和后秦佛陀耶舍与竺佛念共译的

《长阿含经》中有七佛传承的内容，七佛系毗婆尸、
尸弃、毗舍浮、俱留孙、俱那含牟尼、迦叶波与释迦
牟尼。在佛经中有许多数字是“七”的倍数，阿弥陀
佛成佛时寿命为四十二劫，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
相等等，因此七佛还可以解释为无穷化佛。

佛教造像的背光是由项光（或称头光）和身
光组合而成。《后汉书》记载：“初，帝梦见金人丈
大，项有日月光……”是我国关于佛像背光记载
的较早古代文献。在佛典《法华经》《禅秘要法》

《杂阿含经》《文殊支利普超三昧》《佛说观佛三昧
海经观相品》等记载中，背光既作为菩萨三十二
相之一，也蕴含着佛光普照，佛法无边之意，更向
信众展示了一个无边际的极乐佛国世界。背光七
佛图案较早见于北魏初期，主要表现的是过去七
佛，在龙门石窟许多北魏时期小佛龛龛楣和窟内
主尊造像头光中雕刻七佛、兹香洞正壁主尊的头
光中雕刻七佛、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太和十九年赵
氏一族造如来立像头光中雕刻七佛坐像、旧金山
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北魏佛三尊像头光中雕刻
七佛坐像。从北魏晚期开始七佛逐渐与禅观题材
相联系，到了唐代七佛题材依然盛行，如龙门石
窟卢舍那大佛圆形头光内有七佛、唐神龙元年杨
文愕造阿弥陀石坐像头光中也有七佛，这些七佛
与隋或初唐时期的天龙山石窟第九窟后壁雕刻
的莲花化生佛、四川摩崖造像阿弥陀佛五十菩萨
图中连枝莲茎上的化生菩萨、大足石刻北山第
245龛观经变左右壁五十二菩萨像最上层中央的
一尊菩萨，年代相同，形象十分相似，均倾向于无
穷化佛，是禅观的对象。

《无量寿经卷下》中说：“他方诸大菩萨发心
欲见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彼
菩萨等。命终得生无量寿国。于七宝华中自然化
生。”“佛告弥勒。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
方佛土亦复如是。”由此可知，佛和菩萨往生西方
净土也要通过“莲花化生”。莲花化生从十六国时
期开始出现，直到宋代逐渐消失，莲花化生围绕
的主尊佛像呈现从多变主尊到独崇阿弥陀佛的

过程，如释迦佛、多宝佛、弥勒佛、观音菩萨等。由
南北朝时期追随不同的主尊像，到唐以后一心追
随阿弥陀佛，反映出唐代阿弥陀信仰大盛。在阿
弥陀经变画中，阿弥陀净土的所有事物皆是化生
而来，十方世界发愿往生极乐国土的众生，以莲
花化生方式往生至阿弥陀佛国，莲花化生逐渐融
入西方净土经变之中。观念阿弥陀佛、莲花化生
即可免除人世间诸多罪孽劫难，离苦得乐，又可
使信奉者及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往生进入极乐
世界，再加上晚唐造像比初唐造像更加规整，表
现形式更加统一，造像一致的七佛形象代表形象
各异的莲花化生可能是晚唐时期趋向程式化表
现所致。

佛弟子相关记载 造像题记为散官李道礼
书。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定令，将品官分为职事
官、散官两类。散官者，虽有官勋品阶，但无职事
可掌之闲散官员，后又将散官分为文散官、武散官
两种。功德主共有李姓九人，其中李仪凤为李怀及
夫人何氏之长子，据《全唐文补遗》“大唐故右监门
卫大将军父李公（怀）吴与郡太夫人□氏墓志铭”
中有：“长子右监门卫将军仪凤，唐开元元年六月
二十日，广奋骏勇，辅卫殄凶，历职辕门，出入天
阁，开元十二年薨，赠右监门卫大将军”的记载，可
证实功德主李仪凤确为唐开元时期之人。功德主
李思慎，据《资治通鉴全译》所记：“垂拱三年……
岭南俚户旧输半课，交趾都护刘延祐使之全输，俚
户不从，延祐诛其魁首。其党李思慎等作乱，攻破
安南府城，杀延祐。桂州司马曹玄静将兵讨思慎
等，斩之。”不过此人是否与题记中所记的李思慎
为同一人则无法确证，其余七位功德主则无考。

据题记可知，造像完工于唐开元十四年（726）
景寅暮秋。“景寅”即“丙寅”，为唐开元十四年干支，
唐高祖之父名李昞，为避皇家名讳，唐人将干支“丙
寅”改为“景寅”，“暮秋”指秋末，为农历九月。

从造像者的发愿文来看，有为皇帝祈求国家
安定和平的心愿，恰好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
封建统治者也对之加以利用，进而达到巩固其统
治的目的。发愿文中有对现世父母的供养孝顺，对
过去父母的礼佛忏悔，使得先人早日离苦得乐，往
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佛教七佛及轮回思想在世
俗观念中的影响和体现。将七佛与七世父母联系
起来是中国传统孝道与过去七佛的进一步深度融
合，并使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紧密结合在一起，各
取所需，共同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综合来讲，李道礼等造阿弥陀佛坐像有造像
缘起、确切年代、功德主姓名及官职，且造像具有
盛唐开元时期的典型样式，可作为标准器供无纪
年造像之参订。

河北古城正定历史悠久，文物资源
丰富。素有“三山不见、九桥不流”之谓，
这九桥是指隆兴寺前、府文庙前、县文
庙前各有的三孔单石桥，桥下均为旱池
无水。但根据正定志书载，正定古石桥
甚多，如正定东门石桥、南门石桥等。其
中位于正定县南城门外南关村的广济
桥，是一座明代官式运粮石拱桥。由于
它的特殊意义及古朴特性而引来无数
游客，使其显得更珍贵。

广济桥为南北向单路三孔，由凤
凰台、雁翅各四处组成的石拱桥。桥
身从路基以下舒展开来，全部由大块
的青石垒砌而成，桥两侧砌筑有雁翅
泊岸桥。雁翅呈喇叭状，桥西边两个
雁翅张开（即入口处）南北宽 26.80
米。东边两个雁翅张开（即出口处）南
北宽 25.00 米，雁翅高 3.19 米，宽 1.50
米，雁翅长度分别为东南角长 7.02
米 、东 北 角 长 7.19 米 、西 北 角 长 为
10.22 米、西南角长 10.06 米；石桥十分
坚固，桥体保存基本完好，由主桥与
南北引桥组成；主桥全长 16.6 米，最
宽 处 6 米 ，通 高 3.34 米 。南 引 桥 长
15.68 米，北引桥长 14.72 米，共计 47
米；桥体呈弧形，中间高，两端呈缓坡
状。桥面有三层长方形条石错缝铺砌
组成，石块有风化痕迹；桥下三个近
半圆形拱券自桥墩发券，拱券与拱券
孔之间外突三角形分水石，以减缓水
流冲击。石桥正中主券高大，净跨度
4.10 米，矢高 2.05 米。南北两侧的拱券
稍小，跨度为 3.40 米和 3.45 米，矢高
为 1.7 米；矢跨比一比二。桥面最高点
距桥下分水尖台面 2.54 米。拱券为镶
边横联拱，以 7 块条石拼砌而成，并用
碎石及铁块填充揳实，上施有护拱石
及勾石。拱券分为两层，下层石券正
中龙门石上雕刻有惟妙惟肖的石雕
吸水兽兽首，石桥东侧中间龙门石上
兽头残缺不全，南北两边兽头保存相
对较好，南拱圈龙门石上兽首顶至下
颌高 0.48 米。兽首毛发浓密，为宽鼻、
突眼、阔嘴，张口瞋目，头顶犄角，上部阴刻
眼圈，两侧刻双耳，双耳贴附于毛发，阔嘴
以弧线勾划，弧线下以小三角表示牙齿，额
上刻曲线须毛。吸水兽俯首向下，头顶的吡
毛向后梳理、引颈、张口，两只眼睛吐露正
视河心，作吸水状，形象凶猛逼真，时刻盯
守着水的冲击，使流水恬静安宁，既彰显古
桥的年代沧桑，也起到了艺术装饰作用。

桥墩为逐级收分，由三层条石垒砌成呈
尖形的构造体“分水体”，最下层为雕刻呈无
数“W”行的较薄大块衬石纵向平铺，上面两
层雕刻为“V”形的较厚大条石垒砌而成，中
间层条石厚约 0.53米，最上面青石厚约 0.50
米，每层条石之间有比较薄层的垫石；桥洞
高度为五层的条石组成，这样更有利于减缓
水流穿过对桥墩的冲击力。桥拱券间分水金
刚墙和两边金刚墙均由两层经过切削的条

石垒砌而成。分水金刚墙每层各用 3
块条石拼接，条石之间以铁锭相联结，
南北宽 2.4 米、长约 6 米、高约 1.03 米
（下层条石厚为 0.53 米、上层条石厚
0.50 米）。两端均砌置分水尖，分水尖
由 3 块角石拼接而成，角石之间有铁
锭相联结，起“缓冲护墩，以杀怒水兼
破流水”的作用。其高 1.03 米，向外伸
出桥身 1.66米，平面为锐角三角形，而
左右分水斜边南边为 1.85 米、北斜边
1.89 米。分水尖后面的凤凰台长短一
致，长 2.4 米、高 1.03 米，宽度不等。金
刚墙下部向外放脚，桥底为平底，海墁
青石，青石规格约长 1.3 米、宽 0.6 米、
厚 0.25 米。石桥最底部为直径 0.15～
0.17 米不等的松木制成的 15 根木基
桩，桩间距为 0.5～0.6 米不等，木基桩
露出河底部约 0.3米；桩之间由淘当山
石（用灰土、石子、碎瓦片混合而成的）
经过夯打形成硬面垫土，起到平整、铺
垫作用；整个桥底部形成一个极其坚
实牢固的基础，以提高承载能力和缓
冲桥墩压力。

另外，在桥北头两侧有石望柱 2
个，长 1.22 米、宽 0.25 米，柱的正面和
侧面有长 0.63 米、宽 0.13 米沟槽，槽
内凿刻宽 0.075 米长方形卯口，说明
早期桥两边是有栏杆的，栏杆的望柱
柱身、柱颈、柱头均有细腻雕刻，望柱
之间的栏板也有不同的雕刻组成，形
态各异、雕刻精美的石狮、石猴等石
雕构件，大部分保存较好。尤其是栩
栩如生的石狮造型，令人赏心悦目，
充分展现几百年前明代造桥工匠的
艺术创造力。

清光绪元年（1875）《正定县志》记
载：“旧石桥，在南关之中，白雀泉下流
之桥也，今河淤水断。”“白雀泉，在斜角
头村之南，灌田数十顷，古传泉在白雀
寺中，由县城南关石桥下经木厂村入滹
沱，今泉源湮涸，枯渠犹存，积潦藉以宣
泄。”可推知，广济桥下的河流源头应为
斜角头村白雀泉，主要用于农田灌溉，

桥位于白雀泉下游，自西向东流经木厂村入
滹沱河。到光绪时期已泉源干涸，河水断流，
仅起分洪泄水作用。这充分说明广济桥在光
绪时期以前，是商品流通和运输环节的集散
和转运处。

现有文字可考的广济桥官方修缮，如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咨部覆准动项修
理以来，迄今又復四十余载。”道光十四年
（1834）五月，直隶总督琦善为该桥修缮给
道光帝上报奏折“仰恳圣恩俯准，照估修
建”。广济桥作为正定现存唯一的有明显明
代构造形制的官式石拱桥，桥体结构规整，
雕刻技法豪放而不失细腻，为研究明代石
桥和雕刻艺术，以及当地古代社会发展、环
境变迁、水利设施、交通状况、区域经济发
展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

广济桥（东北向西南拍摄） 东面南边拱券上的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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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题记拓本图1 李道礼等造阿弥陀佛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