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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石拱桥，已屹立百年？
建桥年代竟是“宣统四年”，而该年号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身为村民，如今已 73岁的宫相昆自小生活
在宫家村。

“我们知道这座古桥有些年岁了，但以前并
不知道具体的修建年代。”宫相昆说，“尽管在桥
西侧写有建设年代，但离地面很高，看不清楚。”

宫相昆所说的“很高，看不清楚”，是指桥体
当年竣工时，该桥的建设者们曾将一块刻有建
设年代的石碑垒在了桥体的高处，由于年代久
远，字迹模糊，站在地面上难以看清文字。

宫相昆年轻时只知道这是一座架在河道上
的小桥，但他并不知道这座桥的名字。直到近
几年村里有人专门搬来了梯子，踩着梯子上到
高处，经过仔细辨认桥体石碑上的字，才发现石
碑上书有“汇源桥”三个大字。自此村民知道他
们行走了多年的这座石桥，原来是“汇源桥”。

“村里至今没有人知道先祖为何为这座桥取
名‘汇源桥’。”宫相昆说，当时村子所处的位置是

“汇源”，还是“汇源”二字有其他意思，至今都不知

晓。汇源桥名的由来，成为这座桥的谜团之一。

汇源桥建于哪个年代？村民知道桥的名字
后，又经过仔细辨认，发现这块镶嵌在桥体的石
碑上还书有“大清宣统四年正月吉旦”的字样。

“宣统”是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年
号，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宣
统三年”是1911年，也是溥仪帝退位的年份。既
然溥仪已经退位，桥上为何出现了“大清宣统四
年”的年号？对于这一年号，村里不少村民分析，
当时建这座桥时，极有可能因宫家村位于大山深
处，信息闭塞，而村民并不知道当时的皇帝已经
退位，于是就在“宣统三年”之后出现了“宣统四
年”之说。实际上，石碑上出现的“宣统四年”，也
就是1912年，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年份。

村民对于桥体上惊现“宣统四年”的猜测，
是否基于上述原因？这成了桥梁谜团之二。

“正月吉旦”中的词语“吉旦”，2012年12月
出版的“新编汉语辞海”中没有收录，但百度汉
语对这一词的释义是：1、农历每月初一。2、泛
指吉祥的日子。“正月吉旦”是指该桥完工日期

为正月初一，还是正月某个吉祥的日子？这是
桥的谜团之三。

在宫相昆看来，汇源桥于正月完工符合逻
辑。他说，该桥处在村东大山脚下，山脚下自然形
成了一条被汛期湍急河流长期冲撞而成的沟壑，
河水在沟壑数公里处的下游形成了一个水库。

“汛期施工是不现实的，因为水流太急太
大。”宫相昆说，深秋或冬季之后当河水退却，适
合建桥施工，况且在百年前的农村，施工完全依
靠人力。73岁的宫相昆带着记者从山坡下到河
道，并来到桥下。记者发现，这座典型石拱桥的
河床离原桥面约5米高，桥孔顶部离河床约4米，
拱桥是用40块长度约2米的石条挤压在一起组
成的桥弧。村民曾怀疑建设这座高度 5米的石
拱桥时，先民可能先在河道囤上夯土堆，将夯土
堆建成弧形，之后在土堆上部放置上长石条和外
侧的弧形石条，当这些全部完成，再将弧形两侧
和上部砌上石头。桥面建好，桥体稳定了，汛期
来临前，再将底部的夯土挖开去除。

宫相昆说，在百年前完全靠人工的情况下，
如果不利用夯土去建这座至今看上去非常规则
的拱桥，是很难的。该桥是不是利用夯土成弧
建桥弧的，这是谜团之四。

记者站在桥下发现，这座大型拱桥的南侧
竟然建在一块巨大石头上，更让记者惊讶的是
这块石头一侧的底部竟然是悬空的，而桥梁南
侧的大部分重量压在巨石悬空的一侧。

村里另一名宫姓村民说，大石头就这样悬
空着，山洪没有冲毁它，重量没有压垮它，巨石
上看似要跌落的石头却没有落下来，这些不能
不说是个奇迹。随着社会发展，为解决肩挑只
能人行过桥的不便，社区在古桥面两端加了围
挡，同时用水泥对桥面进行了平整，如此，三轮
摩托和小型汽车可以穿行桥面。

建在深山里的这座古桥，风吹雨打水冲111
载，依然挺立在半悬空的巨石上。而这座百余
年石拱桥的背后，到底集聚了多少谜团？

（据《半岛都市报》王永端）

从年轻时爬山干农活到如今古稀之年，山东省青岛城阳区惜福镇街道宫家村社区的宫相

昆和村里所有村民一样，会经过村东深山脚下挺立在河道上的一座古桥。

这座桥直到近年才被知晓其名为“汇源桥”，桥体上记载的建造年代竟然是历史上并不存

在的“宣统四年”。石拱桥上不光记载的建桥年代成谜，百年前的先祖何以为桥取名“汇源”，

至今也是谜；拱桥上的40根长石条是如何成桥拱的，建在巨大悬空石上的这座石桥，为何历

经百余年风吹雨打水冲，依然挺立如初？石拱桥的背后，到底集聚了多少谜团？

桥弧一侧用石头支撑建于深山中的这一古桥，如今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Jhu Nw A#u J#y”你是否觉得这是一段乱
码？但湖南株洲83岁老人唐青文在电脑键盘上
敲下这些字符后，屏幕上显示的是“湖南株洲”4
个大字。这就是唐青文花费 55年时间，编制出
的“唐书汉字拼音”输入法。

6月 1日，刚见面，唐青文就迫不及待地展
现了他的“唐书汉字拼音”和“唐书汉字拼音”输
入法。

“我发明的这个‘唐书汉字拼音’起码能简化
35%的拼音。”唐青文说，比如说“杨”，汉语拼音
应该为“Yang”，而“唐书汉字拼音”则为“Aig”。

唐青文边用微微颤抖的手提笔在纸上书
写，边解释，“A”像“木”字的篆体，所以代表的就
是“木”，“ig”都是表示读音。随后，他在电脑上
切换“唐书汉字拼音输入法”，在键盘上敲下

“Aig”字符，便出现了汉字“杨”。
唐青文说，“唐书汉字拼音”采用表意和拼

音相结合的表达形式，具有表意文字的形、义、
音和拼音文字的声、韵、调。“这套输入法有别于
现有拼音输入法，在26个字母的基础上，还加了
10个键符。这样一个音就对应一个汉字，解决
了同音字的问题。”

唐青文，曾在部队学过速记。1968年，他开
始着手研究文字。从最开始的用拼音简化字代
替繁体字，到多种外文字母混合体，到“唐书汉
字拼音”，再到现在的“唐书汉字拼音”输入法，
他花了55年时间。

唐青文家的小书桌里摆了 27本日记本，其
中十余本日记使用了“唐书汉字拼音”。

唐青文的妻子介绍，从1990年开始，他就使

用自己发明的“唐书汉字拼音”来写日记，一般
都是第二天白天写前一天的事情，一直坚持到
现在。

2012年，唐青文买了一台电脑加强学习研
究，试图研究出一套输入法。2018年至2022年
底，他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以“唐书汉字拼音”
为基础，发明“唐书汉字拼音输入法”，收录5740
个字。

交谈中，唐青文表示，这套输入法暂未得到
推广，“只在家中的两台电脑上安装了。”对于唐
青文的执着，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包括他的家
人。“有人说我是疯子，是神经病。”尽管如此，但
唐青文还是希望，让“唐书汉字拼音输入法”得
到推广。

（据《三湘都市报》杨洁规）

八旬老人钻研55年 发明“唐书汉字拼音”输入法

“汇源”在桥上何用意？

“汇源”为何意？

记载为何现“宣统四年”？

悬空石桥何以挺立百余年？

利用夯土建起桥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