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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可

一

这是一条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
文明的轴线：创始于元代，形成并完
善于明清至近现代，全长7.8公里，跨
越7个多世纪，历经岁月洗礼，见证人
间沧桑。

这也是一条体现了东方审美极致
追求的轴线：从北向南，沿着轴线两
侧，分布着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礼
仪祭祀建筑、现代公共建筑等重要建
筑物，布局严谨、中心明显、左右对称，
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每一
座建筑，在中外建筑史上都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比如故宫，是世界上现
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
构古建筑之一，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
首；比如位于南中轴线的天坛，是全世
界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祭天
建筑群，其宝贵价值独一无二。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说：“一根长
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
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
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
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
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
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
的规模。”

这就是北京中轴线，一个由巨大
建筑群和历史街巷、城市景观、名人故
居等组成的伟大轴线。中轴线是北京
老城的灵魂和脊梁，是中华文明精神
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从古到今劳动人
民创造的、动人的文化与历史。

二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布
建立元朝，国号大元。“元”，取自《易
经·乾篇》：“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
是天，元是始，乾元即是天道之始。蓬
勃盛大的乾元之气，是万物所赖以创
始化生的动力资源。从这个名字中看
得出忽必烈的勃勃野心。经过4年的
汗位战争夺得蒙古汗国最高统治权的
忽必烈踌躇满志，他要率领大元帝国
开辟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此之前，
1264年，他下令废除了哈拉和林的都
城地位，将燕京的中都地位提升为元
大都，命令自己信赖的朝臣刘秉忠负
责营建元大都。

刘秉忠是一位经国济世的奇才，
他熟悉诸子百家和各种汉文典籍，深
得忽必烈的欣赏和信任。正是他建议
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
蒙古更名为“大元”。他对《周礼·考工
记》当然也是耳熟能详，并且将其运用
于规划营建大都的过程中。刘秉忠首
先根据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的习性，在
太液池（今北海、中海）东岸，确定了一
个元大都城的中心点，名之曰“中心
台”。然后，以中心台为基准点，确立
了元大都的中轴线和四面城墙的距
离。又以丽正门外第三桥桥头南边的
一棵大树为南部起点，那棵树后来被
元世祖封为“独树将军”，成为北京城
中轴线的起源标记。

公元1267年正月，元大都城开始
兴建。首先建造的是宫城。1274年，
宫城的主殿大明殿建成，忽必烈在这
里接受皇太子和大臣们的朝贺。1276
年，宫城竣工。1287年，元大都城墙整
体竣工，前后用了整整20年。

从元大都城的空间结构上看，宫
城、皇城、外城，形成了一个从内向外、
三重城垣层层相套的结构。一条轴线
从北向南，贯穿宫城、皇城、外城，把所
有地标性建筑串联起来，气势恢宏，气
象万千。

元大都中轴线和明朝北京城中轴
线是不是同一条线？对此，学术界有
两种观点。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元大
都的中轴线就是明朝北京城的中轴
线，与现在北起钟楼南至永定门的那
条线重合，是同一条线。这条中轴线
自营建元大都城时确定之后，历经元、
明、清至今，沿用 700 多年而未改变。
也就是说，今天北京城的中轴线与元
大都的中轴线是同一条线。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和现今贯穿
南北城，呈现为一条长达 8 公里的中
轴线不同，元大都分别有一条北中轴
线和一条南中轴线，两条轴线在鼓楼
附近交汇，但不完全相衔接对应。因
此，现在的旧鼓楼大街南口，就是北中
轴线的南终点；而钟鼓楼，是南中轴线

的北终点。
按照左祖右社的礼制，在元大都

齐化门（现在的朝阳门）建了太庙，在
平则门（现在的阜成门）建了社稷坛，
并且把皇宫建在太液池和琼华岛的东
侧，在城北规划了交易市场，实现了前
朝后市的建筑理念。

在忽必烈一朝的经营下，元大都
建成之后，很快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
象，人口也急剧增加。元初统计，大都
城中有户籍的家庭超过十万户，平均
每户五人至六人，人口约五六十万，这
比金中都的人口要多一倍。到了元
末，大都的人口接近90万人。

在大都之内，居民的民族分布也
很广泛，不仅有汉族人、蒙古人，还有
一些从中亚地区和西亚，甚至是欧洲
国家远道而来的人。比如威尼斯人马
可·波罗。

马可·波罗，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
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
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于1275年
到达元朝大都。他在元大都生活了16
年，后来又访问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到
过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留下了著名
的《马可·波罗游记》。对于元大都，他
是这样描述的：“全城地面规模有如棋
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街道甚
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
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
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官舍……”

刘秉忠为元大都设立了城市的中
轴线，中轴线两侧，重要的建筑左右对
称，甚至连朝臣上朝，都是文臣在左而
武臣在右。这种种的设定，其背后的
根据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体现着皇
权的一统气象，以及宗法礼制、尊卑有
序结合的建筑思想。

三

公元 1368 年 8 月，明军大将徐达
率兵攻入元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儿
带着家人侍从和大臣从健德门逃跑，
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朱元璋
在应天府宣布建立大明王朝，并将应
天府改称南京，作为首都。将元大都
路改为北平府，后来又改设北平行中
书省。为了消除前朝大元王朝的“王
气”，朱元璋命令明军拆除元大都城内
的建筑，像大明殿、延春阁等，只保留
了隆福宫建筑群，后来做了燕王府。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于南京，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
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了皇
权。为了巩固皇权，明成祖朱棣决定
迁都北平，并于1403年下诏将北平改
为北京，正式宣布北京为京师。他下
令抓紧改建元大都，命令姚广孝负责
迁都事宜。姚广孝一手规划了今日北
京城布局。他没有保持元大都那种

“哪吒城”的构造，而是把北京建成了
一座方方正正的城池。元大都的延春
阁被景山所取代，整个宫殿建筑群由
北往南延伸，同样坐落在这条伟大的
中轴线上。

明代北京城的营建规划，总结继
承了元大都和明中都（今安徽凤阳）的
早期宫殿建设经验，以及南京皇城和
宫城的建筑经验。同时，在营建理念
上继承了《周礼·考工记》中的文化理
念，并将北宋汴京、汉唐长安城等都邑
的城建规划和经验，运用到了北京城
的建设当中，使明代北京城的建造成
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集大成之作。

明代北京城形成了一条壮阔且笔
直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延续至今，已
有600年历史。

从南向北，中轴线大致可分为五
段。

第一段，从永定门到天桥，这是明
代的郊祀区域。天坛和山川坛（先农
坛），是皇帝祭祀皇天和先农诸神的场
所。两坛之间修有御道，专供皇帝使
用。天坛和山川坛建有高大的坛墙，
墙内密植树木，一般人不能窥见里面
的堂奥。

第二段，由天桥到正阳门。这一
段穿越了明代北京外城的核心区，两
边都是繁华的商业区和市民居住区。
这一区域人口密集，五方杂处，生机勃
勃，是北京城最具商业气息和市民气
息的区域。这也正体现了北京城看似
矛盾却又和谐统一的特点：既有庄严
威武的帝王之气，又有人间烟火的市
民气息。

第三段，从正阳门的城楼向北，到
皇宫的午门。这一段在明北京城属于
宫城的铺垫和准备阶段，也是宫城的
前区。从正阳门到现在已经不存的大
明门之间，是棋盘街，有繁华的集市，

有一部分衙署和驻军居住地。
第四段，从午门到万岁山，也就是

现在的景山，是整个中轴线建筑的高
潮。巍峨雄伟的皇宫主建筑就坐落在
这一段。

从午门向北，就是玄武门，东为东
华门，西为西华门。再向北，是巨大的
宫廷合院，东是会极门，西是归极门，
院子中间是金水桥。穿过合院，正北
是皇极门，这是外朝三大殿的正门。
左边是弘正门，右边是宣治门。皇极
门的东边是文华殿，这是皇帝和文人
学士讨论文化问题的地方；西边是武
英殿，是皇帝和武将讨论军机大事的
地方。

皇宫三大殿，分别是皇极殿、中极
殿和建极殿，也就是后来的太和殿、中
和殿、保和殿。皇极殿是当时紫禁城
内最高大巍峨、庄严肃穆的殿宇，是皇
帝登极、朝会、大典、发皇榜和颁发重
要诏令的地方。中极殿是皇帝在去皇
极殿之前休息的场所，而建极殿则是
皇帝宴请王公贵族和大臣的地方。

建极殿往北，是云台门，之后是乾
清门，这是明宫城内廷三大殿的正
门。过了乾清门，就是乾清宫、交泰殿
和坤宁宫。乾清宫是皇帝居住和日常
办公之地，交泰殿是册封皇后，以及皇
后举办一些诞辰活动的地方，坤宁宫
是皇后的寝宫。再往北就进入御花园
了，这是皇帝、皇后和嫔妃们游玩休闲
的场所，奇花异草很多。往北出了坤
宁门就是宫城的最北门玄武门。出了
玄武门，拾级而上，可以登上万岁山上
的万春亭，一览中轴线上的重重殿宇，
和无限风光。

第五段，从万岁山的北门到钟楼，
是这条7.8公里长的核心中轴线的收
尾段落。中轴线在到达钟鼓楼后便悄
然收尾，用安定门、德胜门中间的那堵
城墙打上了一个休止符。

北京中轴线南起外城永定门，经
内城正阳门、中华门（大明门）、天安
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穿过太和殿、
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
门，越过万岁山万春亭，寿皇殿、鼓楼，
直抵钟楼的中心点。这条中轴线连着
四重城，即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
好似北京城的脊梁，鲜明地突出了九
重宫阙的位置，体现封建帝王居天下
之中“唯我独尊”的思想。它们从永
乐、嘉靖时代起，就占据着都城的轴心
位置。中轴线是一条抽象的线索，但
它因这些建筑而有了具体的形迹，甚
至随建筑高度的起伏而具有了跳动的
乐感。

从南端永定门起，一系列建筑群
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天坛对山川
坛，东便门对西便门，广渠门对广安
门，崇文门对宣武门，左安门对右安
门，长安左门对长安右门，东华门对西
华门，东直门对西直门，朝阳门对阜成
门，安定门对德胜门，日坛对月坛，东
安门对西安门……这些对称式的建筑
群完成了建筑美学意义上的建构，中
轴线犹如张开了阔大沉稳的双翼的龙
骨，城市的空间布局令人有胜景无限
之感，而且更彰显出中轴线的轴心作
用和重大意义。

清朝的特点是沿袭旧制，全盘接
收了明皇城和宫城，大的建筑空间格
局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对各个建筑进
行了重建、翻修和局部整修。

四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
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
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

北京城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历史
变迁，城市命运也发生了令人眼花缭
乱的变化。北京—北平—北京，城市
的名字一变再变，背后隐含的是城市
命运和地位的变化。贯通南北的中轴
线依然静静地躺着，但一切都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紫禁城里没有了皇
帝，原来属于皇家禁地的宫城和戒备
森严的衙署、封闭的西郊皇家园林，现
在都归属于市民大众了。皇宫变成了

“故宫博物院”，皇家园林变成了“市民
公园”。人民百姓可以到曾经皇家专
属的太庙、社稷坛、故宫、西郊园林中
游玩了。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从
1934年开始，就组织了两次系统的古
建筑测绘，希望能尽量把北京古建筑
的面貌保留下来。测绘小组冒着连天
的炮火，为中轴线留下了1700多张测
绘图稿。

1949年之后，中轴线上的永定门、
大清门、北上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景山
前街；北京的中轴线，渐渐隐没在了林
立的楼宇和穿梭的车流之中。曾经的
浑然大气，变得支离破碎。

但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新中
国的标志性建筑仍然遵循着依轴线成
东西对称的建筑美学。1949年开国大
典上使用的旗杆即在中轴线上。天安
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和东侧的国
家博物馆，两座建筑东西相隔，遥相呼
应，将历史与现实、古代与现代在时空
上贯穿起来。

五

时间进入 21 世纪。为了举办奥
运会，北京开始重新寻找曾经失落的
文化标签，中轴线的重要地位再次凸
显出来。在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2004年—2020年）》中提出：“中
心城以旧城为核心，继续发展传统中
轴线和长安街轴向延伸的十字空间构
架。”“中轴线以文化功能为主，以中部
历史文化区、北部体育文化区、南部城
市新区为核心，体现古都风貌与现代
城市的完美结合。其中，中部地区荟
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应严格
保护；北部地区以奥林匹克中心区为
主体，建成国际一流的文化、体育、会
展功能区；南部地区通过引导发展商
业文化综合智能及行政办公职能，带
动南城发展。”

2005 年 9 月，消失了半个世纪的
永定门被重建了，据说用了 300 多万
块砖。破碎的中轴线南终端，又出现
在了城市的版图之上。

北京申奥成功后，中轴线再次向
北延长，成为奥林匹克公园的轴线。
东边建造了国家体育场“鸟巢”，西边
则是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这两个
建筑一圆一方，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
地方的思想。再向北，穿过奥林匹克
公园，到达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该公园
中间的仰山、奥海均在中轴线上。北
京中轴线在 600 多年之后，又被延长
了将近17公里，并在北京奥运会的开
幕式上向世人展示。

2022年5月下旬，《北京中轴线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经北京市人大常委
会审议通过，明确提出对中轴线及其
环境实行整体保护，让中轴线保护有
法可依。2023年1月，《北京中轴线保
护管理规划（2022 年—2035 年）》公
布，这是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的必备
材料之一，成为指导北京中轴线保
护、展示、利用、检测、研究等的基本
依据。规划不仅明确了15个遗产点，
还划分了遗产区、缓冲区，被称为中
轴线文化遗产的“全景图”。其中，遗
产区包含承载遗产价值的 15 处构成
要素，以及构成要素之间必要的连接
区域，总面积约5.9平方公里；缓冲区
包含位于遗产区周边且与中轴线形
成和发展联系紧密的区域，总面积约
45.4 平方公里。简单来说，遗产区是
中轴线文化遗产的内核，缓冲区是环
绕内核的重要外延，内核和外延相得
益彰、相互依存。

冬日清晨，朝霞满天。登上景山
之巅，站在万春亭观景平台上，凭栏远
望，恢宏大气的中轴线一览无余，永定
门、正阳门、天安门、太庙、故宫……缓
缓披上了橘黄色的霞光，桂殿兰宫，光
影婆娑，气象万千，壮美有序。俊朗的
建筑群与浓绿的松柏显示出万物和谐
的辉煌与安详，在蓝天下绘制出动人
心魄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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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用文字展现北京中轴线的风采，本版上期刊发了《什刹海的前世今生》，本期刊发《为了那束文明的光——北京

中轴线申遗故事》，欲请读者继续感受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

——北京中轴线申遗故事

冬日清晨，朝霞
满天。登上景山之
巅，凭栏远望，恢宏
大气的中轴线一览
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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