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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元代，成型、调整于明清时

期，发展、保护于近现代……自肇建迄

今，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北京中轴线，

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

段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中华文明强大的

生命力和延续性。

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

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项目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

决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

国世界遗产增至59项。

纵贯南北穿越古今

北京正阳门箭楼外，前门五牌楼附

近，一个临时保护方舱内，正阳桥遗址

揭开神秘面纱。

经过考古发掘，历经岁月沧桑的正

阳桥桥洞清晰可见，一座石质镇水兽匍

匐在东南角雁翅泊岸上，它的嘴角、脊

背、头部犄角等部位上的纹饰格外精美。

“正阳桥是北京中轴线上一座单体

最大的桥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

究馆员张利芳说，“这座镇水兽体量大，

与正阳桥的规制相呼应。数百年来，它

的位置一直没有被扰动，为我们复原正

阳桥的空间位置提供了精准的坐标。”

揭示历史细节、恢复历史风貌、丰

富历史内涵……近年来，通过考古发

掘、文物腾退保护利用等工作，北京中

轴线的历史画卷变得更加真实、立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

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介绍，北京中轴

线是一个长达7.8公里的巨大建筑群和

城市空间的组合体，它将不同类型的历

史遗存有机联系起来，其多元化的空间

组织为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有

力的物质见证。

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向南经

过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

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

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永定门；

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东西对称

布局于两侧。

“近年来，作为15处遗产构成要素

之一的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考古成果

颇丰。除了正阳桥遗址，永定门内中轴

历史道路遗存、珠市口段排水沟渠遗存

等，实证了北京中轴线历代沿用的史实，

增强北京中轴线历史信度。”张利芳说。

从正阳桥出发、一路向北，700多

岁的万宁桥保持着从元代至今的交通

功能，证明了元、明、清三代中轴线的重

叠关系。

吕舟说，北京中轴线表达出中华文

明所秉持的“中”“和”哲学理念，其建筑

与景观集中呈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

对于礼仪和秩序的强调。

古韵新生活态传承

走进北京中山公园，古木高耸、绿

草青青，曾经的皇家祭坛环境清幽。

“这里是北京第一处转变为城市公

园的皇家坛庙——社稷坛，是北京中轴

线公众化的开端。”北京市中山公园管

理处遗产办公室主任盖建中说。

据史料记载，理想国都的核心布局

可以概括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太

庙与社稷坛东西对称布局，体现了“左

祖右社”的理想都城规划范式。

从明朝保留至今的社稷祭坛由青

白石砌筑，祭坛上按东青、南红、西白、

北黑、中黄铺设五色坛土。

历经多年公众化转变过程，北京中

轴线上的景山、故宫、太庙、天坛、先农坛

等昔日皇家宫苑建筑和礼仪祭祀建筑均

转变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园或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延续居

中、对称的原则，体现出对北京中轴线

建筑景观秩序的尊重，反映中国传统规

划原则、建筑审美倾向在当代的延续。

北京钟鼓楼是“后市”区域的标志

性建筑，与天安门、端门、故宫构成的朝

堂空间，共同展现了中国古代“面朝后

市”的理想都城规划范式。元代时，地

安门外大街曾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

之一；时至今日，这条大街沿线依然分

布着大量的商业店铺。近年来，北京从

功能业态、建筑风貌等方面提出保护管

理措施，鼓励发展与街区传统文化保护

传承相关的业态。

时代命题北京经验

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前，游人熙

熙攘攘。近年来，经过腾退保护，天坛

的历史风貌得到极大的恢复，这座中国

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皇

家祭天建筑群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近年来，北京坚持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和城市发展同步推进。自《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出台以

来，“老城不能再拆了”成为社会共识。

北京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契机，推

进重点文物腾退和周边环境整治，推动

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中轴线申遗保

护工作不仅让中轴线上的文物得到了

更好的保护，也让居民的生活品质有了

很大的改善与提升。

北京加快运用数字化手段，为中轴

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赋能：搭建北京中

轴线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为中轴

线的保护、管理、展示和利用提供数据

支撑；建立“多模态”的数字资源库，探

索中轴线数字资源在音乐、文创衍生等

多元文化艺术场景中的应用……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保护不仅有对

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且包含保护协调

机制的搭建、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阐

释展示体系的构建。”国家文物局文物

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说，

在北京中轴线10多年的申遗过程中，

北京的城市肌理也得到了有力保护。

“北京中轴线承载的是一个古今交

融的大国首都绵延不绝的历史文脉。”

邓超说，“未来，北京中轴线上将会有更

多具备开放条件的文物古迹，让公众能

走得近、看得到、读得懂。”（据新华社
北京7月27日电记者罗鑫）

一城聚一线 一脉长相承
——北京中轴线承古拓今谱新曲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 中国世界遗产增至59项

7月21日在北京正阳门箭楼上拍摄的
前门大街和远处的永定门。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