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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门-天桥：南城的轩昂与精彩
珠市口-前门箭楼：故事里的“市”，很是一回事

正阳门-天安门：祖国心脏的涌动激情
天安门-神武门：走不尽紫禁城，留下了许多情
景山-钟鼓楼：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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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Feature

北京的生命之轴

提起北京，人们心中浮现出的或许是故宫、天安门、天坛等名胜古迹，或许是京剧、京绣、景泰蓝等国粹艺术，
或许是烤鸭、爆肚、涮羊肉之类的可口佳肴。巧的是，这些最具京味儿的事物——无论是辉煌的地标建筑还是
同样不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一条“线”有关。在物理空间上，它是钟鼓楼、故宫、太庙、天安门、正
阳门、永定门等恢宏古代建筑的嵌连集合，而在广阔深远的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中，它更是建筑大师梁思成深
情盛赞过的“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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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Vision

老胡同，老艺人

北京中轴线的老胡同是众
多民间艺人的家园。他们
在这里出生、学艺，再把
技能传给子孙，养活了家
人，也留住了手艺。对于
这些老艺人来说，“中轴
线”“老胡同”不是什么
抽象的文化标签，而是他
们的土壤——手艺得以发
芽、成长和结果的土壤。

84

目 录
Contents

NO. 

2023

05141

字观中轴：古文字中的北京城

天地之间的我们都是旅人，流传了数千年的汉字正是龙的传人一路走来留下的足迹。当我们从古文字视角审视北
京中轴线，就形成了一种欣赏文字、欣赏风景的全新方式。古文字演进的画卷徐徐展开，历史的沧桑扑面而来，
字形字义转折变化的众多精彩细节就像沙中明珠一般，为我们带来无尽的惊喜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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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形象广告

非遗
读城

104

匠人
采访

“第一线”上的非遗

在北京这座文化古都中，皇城根下的一
砖、一碑、一胡同，都有讲不完的故
事和道不完的人生百态。而除了有形
的物质遗产依然恢宏耸立，更有数不
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落地生根、
交织展开、枝繁叶茂，积淀着时光的
韵味，浓缩着古都的情怀。无论是由
远方来此探访的游客，还是常居北京
的市民，唯当领略过这些非遗项目的
风采，才能算得上真正读透了大国首
都的精神底蕴和文化品格。

古道  Ancient Road

98
始建于元、发展完善于明清至近现代的北京中轴线，是由一系列
建筑群、历史地标、历史道路、桥梁及遗址共同构成的富有层次
和秩序的城市空间综合体。作为具有700多年历史的都城中轴线，
它有着独特的雄伟景观和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人们走在这条中
轴线上，就如同展开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长卷。

品位旅行 Style

P143 泾河新城

鲜活如初的传承：
老手艺里的中轴记忆

北京中轴线独有的壮美，展现出中国都
城秩序塑造的理想图景。而在巍峨殿宇、
华美苑囿之外，老北京中轴线上的市井
生活又有着怎样的风情？京城非遗手工
艺起于民间，也传于民间，它们是活色
生香的老北京生活凝结的精华，入心入
骨地传承着一件件旧时民俗，延续着老
北京的集体记忆。历史仍在呼吸，在非
遗老匠人们的眼中，中轴线上曾经有过
的生活点滴、文化传统依然鲜活如初，
熠熠生辉。

展开中华文明长卷：中轴线古道寻迹

趣处

128
中轴线，如此有趣

如今的北京中轴线上，遍布着极具创意
的精彩去处。走在街道深处，游人不
经意间就能遇上一家个性十足的精酿
啤酒店、一间传承国宴手艺的私房菜
馆或是一座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
的特色书店；至于形形色色的艺术馆、
博物馆，更会让人驻足良久，流连忘返。
凭借着这些趣味十足的去处，古老的
京城中轴线向我们焕发出迷人的生机
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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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Editor's Letter

在一篇文章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鉴定大师朱家溍先生追忆过自己孩提时代第

一次登上景山的情形。时值 1924 年，北京的故宫、北海、景山首次向游人开放。当

时还只有 10 岁的朱家溍站在景山最高的万春亭上，在父母的指点下极目望去，“觉

得北京太美了”。尤其是那一条南北笔直的中轴线，“丝毫不嫌它呆板，只觉得它通

达宏伟”；蓝天白云、西苑三海与红砖碧瓦相互映衬，“成为一幅最美丽的天然图画”。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朱家溍在大后方的重庆加入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管

和研究工作，直到 1945 年胜利后才乘飞机回到北平。他在文章里又说起，首次从飞

机上看到这古都、这故乡，一瞬间心中涌现的是明初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北京赋》里

的句子：“不拔之丕址，拓万雉之金城。引天泉于西阜，环汤池而镜清。九衢百廛之

通达，连甍邃宇之纵横。”从空中解读“锦绣城池”，连同那笔直的中轴线，自然给

当时已届中年的朱家溍带来了更为深刻的感触与况味。

《中国国家旅游》杂志的办公地就在北京东黄城根的一条胡同里；对于编辑部

的同事们来说，北京中轴线早已成为大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都不能算什么特殊

的“风景”了。但“在杂志中解读身边的这条中轴线”，又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愿望。

2022 年，我们终于决定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出版一期杂志专辑——这个决策也

改变了大家打量周遭事物的方式。大半年来，同事们始终在围绕这条原本熟悉得不能

再熟悉的中轴线忙碌：采风、探店、举办摄影比赛、采访老艺人、录制短视频……每

一次探访，都更新了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展现出解读中轴线、老胡同与京味儿文

化的全新可能性。

2022年9月的一个上午，同事们借采风机会一起登上了景山万春亭。初秋骄阳下，

李时勉曾赞美的“九衢百廛”与“连甍邃宇”，朱家溍最珍视的“天然图画”与“锦

绣城池”全都跃入我们眼中。在那一刻，15 世纪文臣的辞赋、20 世纪学者的感怀，

似乎与我们当下的情感体验、我们构想的城市解读思路完全连通起来——不用说，此

中涌动着的，正是北京中轴线历久弥新的无尽生命力。

读这中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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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笼架鸟的胡同生活
十几个鸟笼高悬在这处四合院门口。老北京人最爱提笼架鸟。每到清晨，
好多老大爷就提着鸟笼，来公园散步。他们悠然闲适的身影形成了京城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

Panorama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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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里的“中轴”风采
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里，观众正在欣赏《京城之脊·一脉绵延》主题展的
作品。这些巨型画作展示了北京中轴线建筑的文化魅力，让人们真切感受
到了蕴藏于其中的智慧与浪漫。

● 编辑  武 侠

Panorama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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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胡同，您跟着我就行
北京中轴线附近的胡同道路不宽，车辆不易通行，而这种小巧灵便的人力三轮车却可
以在其中穿梭自如。为了能更深入地体验北京的胡同文化，不少人会选择乘坐这样的
三轮车走入胡同深处，观看胡同景致，聆听老北京的那些事儿。

Panorama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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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上的兔儿爷
作为北京传统手工艺品，多姿多彩的兔儿爷一直是深受游客欢迎的庙会常
客，也是极具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民俗符号。过去，每逢中秋节，北京城
里的百姓都会供奉兔儿爷，祈祝吉祥如意。

Panorama
世界观





在鼓楼下
隐藏在鼓楼脚下的老北京胡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绿叶遮蔽的房顶、
痕迹斑驳的砖墙与停靠在墙边的自行车，显得格外幽静。游走于此，便能
感受到好几代北京人的惬意生活。

Panorama
世界观



绝美的天花板
北京故宫御花园的万春亭藻井。游北京，这些古建筑中
的绝美藻井不可不看。它们是古建筑内穹隆状的天花板，
做工精致 , 异彩纷呈。

Panorama
世界观



中轴线是怎样形成的
History of Beijing Central Axis

北京的建城历史可上溯至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在这漫长的城市沿革演化过程中，一条

中轴线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模样。作为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北京

中轴线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历程，承载的正是中华文明的精彩记忆。

公元前1045年
周武王在北京地区分封燕和蓟两个诸侯国，封黄帝之后于蓟，为北京原住民，封召
公于北燕，戍守国门。燕国都城在今房山区琉璃河一带，现在有遗址为证。这处发
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遗址，把北京的建城史从 800 年一下子上推到了 3000 年。 燕

蓟

黄帝之后
（北京原住民）

召公
（戍守）

公元前222年后
秦灭燕之后，蓟城从诸侯国的都城变为汉族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重要边镇。
一直到唐朝末年，此地都是北方的战略要地和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

公元938年
后晋天福三年，辽太宗十二年，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同年，
契丹统治者定幽州为陪都，名南京。蓟城（幽州）的地位开始向全国政
治中心过渡。

公元1153年
金朝海陵王贞元元年迁都于此，并将其改名中都，北京开始成为一国之首都，
这是北京地位之重大转变，从地方行政中心正式上升为一国的政治中心。

上京

燕京

迁都

（中都）
★

公元1260年
忽必烈继位后决定迁都。他命刘秉忠负责规划设计新都城——元大都。刘秉忠将新都选
址在金中都的东北郊。新都的规划设计，以金太宁宫中轴线为新都的中轴线，以“青山（今
景山）”为中轴线的“中心点”，以隋代蓟城行宫临朔宫中轴线北端的中心台为新都的

公元1264-1294年

元代至元年间来到大都城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如此描述钟
鼓楼一带商市的繁荣景象 :“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
中在这个城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

秦青铜鼎；出土于 K9901 陪葬坑蓟城纪念柱

银鎏金莲花纹捍
腰，凌源小喇嘛沟
辽墓出土，现藏于
凌源市博物馆。

元代琉璃滴水，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元代青釉弦纹
瓷 罐， 收 藏 于
海南省博物馆。

周武王

秦始皇

石敬瑭

海陵王

忽必烈

马可·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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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

秦

燕

公元前 222 年灭燕

蓟

陪
都

几何中心，并以此规划新都的四面城垣和城门的位置，把高大的钟楼、鼓楼作为全城的报
时机构设置在市中心。元大都道路划定整齐、经纬分明，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省和帝国其他地方，凡有值钱的东西也都运到这里，以满
足来京都经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而且他们使用的
是纸币进行交易。”

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玉器

周梁姬罐媵
器， 现 收 藏
于三门峡市
虢国博物馆。

玉鸟。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

唐代鎏金舞马衔
杯 纹 仿 皮 囊 银
壶，陕西历史博
物馆镇馆之宝。

花瓣形金盏，辽代。

晋青釉杯盘，晋朝，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铜坐龙，阿城
区金上京历史
博物馆藏。

金代虎形瓷枕，长治市博物馆馆藏。

元代嵌螺钿广寒
宫图漆器残片，
首都博物馆藏。

元代灰陶马，现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

蒙古人俑，元代，
美 国 大 都 会 博
物馆藏。

唐兽首玛瑙杯，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金 磁 州 窑 白 地
黑 花 梅 瓶， 金
代， 现 藏 北 京
故宫博物院。



公元1368年

公元 1420年

公元1564年

公元 1644年

公元 1644-1722年

公元 1912-1949年

建国后

明洪武元年，明大将徐达攻占元大都后，除在“古濠”以南增筑了一道北城
墙外，元大都“准五重城”及其中轴线“三朝五门”的规划没有丝毫改变。

永乐十八年（1420），经过了 15 年的建设，朱棣正式下诏迁都北京，此时
的北京继承了元大都的规划，但中轴线上“三朝五门”的空间南移，也使中
轴线向南延伸了约 700 米。外城中轴线在向南的延伸的过程中，还对元大都

明成祖之后的几代帝王都延续着对北京的建设。嘉靖四十三年（1564），
外城工程完工，北京城特有的“凸”字形轮廓定型，而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
也成为北京城中轴线的新起点，一条全长达 7.8 公里 、贯穿内外城的中轴线

清朝迁都北京。清统治者完全继承了明北京城池和中轴线的规划，并对明代
北京中轴线的主要建筑进行了修葺或重建。

清代立国之初财政紧张，顺治和康熙年间针对中轴线的修葺与建设，主要是
为了巩固皇居与修葺保障政治运作的宫殿，并且配合祭祀礼仪的坛庙修缮与
建设，彰显皇帝“奉天承运”的地位。

雍正、乾隆两朝是清代中轴线建设走向辉煌并最后完善定型的时期。雍正朝共 13
年时间，修建工程不多，比较重要的是景山寿皇殿的修缮。乾隆朝国库充盈，经济
繁荣，社会发展平稳，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工程，不仅在紫禁城内改建、新建了一批

民国时期继承了清北京中轴线并加以改造，拆除了有 1300 多年规划历史的
北中门，以及有近 500 年历史的千步廊和正阳门瓮城等建筑。

1950 年后因城市道路建设的原因，中轴线上拆除和新建了不少建筑。1958 年修
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1977 年在原中华门基址上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80 年代
修通北二环路至北四环路的北中轴路，2001 年后拓宽南中轴路，2004 年在原址

云 龙 纹 金 镶 玉
带，明洪武四年
（1371）， 南京
市博物馆藏。

明永乐青花缠
枝花卉纹折沿
洗，现收藏于
南京博物院。

嘉靖款汤镇
造金碗，现
收藏于甘肃
省博物馆。

翠玉三桃大洗，
现 珍 藏 于 北 京
故宫博物院。

康熙款画珐琅
双蝶纹夔花式
盘，故宫博物
院藏。

民国时期花釉
蟹 形 四 足 瓷
洗，现藏于海
南省博物馆。

公元1723-1736年

朱元璋

朱棣

朱厚熜

顺治

康熙

雍正

民国建筑

开国大典



中轴线略向东南方向的偏离做了些微调整或更正，使
元大都中轴线向南的延伸部分又向西稍稍偏移，所以
永定门与钟鼓楼不在一条垂直的经线上。

至此完全形成。这是自秦汉以
来，都城规划建设中最长的中
轴线。

宫殿，还整修了天坛、先农坛、方泽坛及景山等坛庙
礼制建筑，奠定了中轴线的全盛面貌。

复建了永定门，2008 年将北中轴路由北四环路向北延伸
至奥运公园景观大道——这些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让北京
中轴线焕发出时代新韵。

明洪武釉里红折枝菊纹菱花口盘，出土于景德镇窑，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明永乐翠青釉碗，现藏于武汉博物馆。

金镶宝花头簪，
蕲春县横车镇荆
恭王墓出土，明
藩王博物馆藏。

荆恭王墓金穿心盒，明藩王博物馆藏。

清顺治青花山水人物图盘，现藏于桂林博物馆。

清顺治十五年青
花人物纹盘，故
宫博物院藏。

清顺治西藏镀金嵌松石珊瑚坛城，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

画珐琅花蝶纹带托香插   
雍正款，故宫博物院藏。

清 康 熙 景 德 镇
窑 五 彩 耕 织 图
碗， 现 藏 于 上
海博物馆。

清康熙黄釉暗
刻 贯 套 纹 瓷
碗，现收藏于
南京博物院。

清乾隆绿玻璃
渣斗，现藏于
故宫博物院。

民国福禄寿人
物纹狮耳瓶，
现收藏于湖南
省博物馆。

民国时期锡镂雕
花卉纹八棱形槟
榔盒，现藏于海
南省博物馆。

旅行志
Travel Log

明代釉里红缠
枝牡丹纹碗，
现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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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起
北
京
，
人
们
心
中
浮
现
出
的
或
许
是
故

宫
、
天
安
门
、
天
坛
等
名
胜
古
迹
，
或
许
是
京

剧
、
京
绣
、
景
泰
蓝
等
国
粹
艺
术
，
或
许
是
烤

鸭
、
爆
肚
、
涮
羊
肉
之
类
的
可
口
佳
肴
。
巧
的

是
，
这
些
最
具
京
味
儿
的
事
物—

—

无
论
是
辉

煌
的
地
标
建
筑
还
是
同
样
不
朽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都
与
一
条
『
线
』
有
关
。
在
物
理
空

间
上
，
它
是
钟
鼓
楼
、
故
宫
、
太
庙
、
天
安
门
、

正
阳
门
、
永
定
门
等
恢
宏
古
代
建
筑
的
嵌
连
集

合
，
而
在
广
阔
深
远
的
文
化
空
间
和
精
神
空
间

中
，
它
更
是
建
筑
大
师
梁
思
成
深
情
盛
赞
过
的

『
全
世
界
最
长
、
也
最
伟
大
的
南
北
中
轴
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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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的

生
命
之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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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半世纪以前，元朝忽必烈把都城定在大都，并选定当时积水潭东岸尽

头处的东北角（今钟鼓楼附近）为基准点，由该点向南确立宫城位置，兴建都城。

此后由明、清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城都以首都之姿卓然于世，那条

穿城正中心、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与围绕着它左右对称的都市格局一起，始终清

晰可见，未曾迁移。

这条中轴线是北京的灵魂和脊梁。大国首都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由这条

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北京中轴线

既是北京的空间之轴，更是一条文化之轴、生命之轴。

我曾有幸随现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先

生一起，登上这古老中轴线的北段起点——鼓楼极目远眺。单老的一番话让我

感慨万千：“我住过四个四合院，东城俩、西城俩，正好对称；当过国家文物

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就围绕这中轴线打转。这个长达 7.8 公里的方圆空

间里，形成了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五位一体的中轴线城市文化风貌，

蕴含着从古到今劳动人民创造的、动人的文化与历史。”难怪，无数与北京有

关的美好事物，都源自中轴线这一生命之轴。

在空间上，这条中轴线是满盘皆活的画龙点睛之笔。本着以中为尊、左右

对称、前朝后市、郊外祭祀等中国传统营造思想，北京城这座最大的“四合院”，

有了一竖“丨”的主心骨，从而由格局固化的“囗”成了严肃活泼的“中”。

在时间上，这条中轴线则代表文明的一脉相承。尽管朝代更迭，无论是外来民

族还是新生力量入主，无一不尊重以中轴线展开的都城城市格局；在中轴线上

延续发展的不只是国家政权，更是这片土地上各民族之间和共同的文化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中轴线正是中华民族“中正平和”价值观的天然承载与

直观外化。

虽然忽必烈定都之时，是先定下中轴线北端、再向南顺导而下的。但今天

我们重读这条北京城的中轴线，还是应该从南端起点开始。这既是根据面南背

北的正统观、大军南进北出的老规矩，也是基于太阳东升西落的运行规律——

若是一日走马观花，背着太阳行路，游览效果才是最佳。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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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定
门-
天
桥

 

南
城
的
轩
昂
与
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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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墩访古之后，走下地下通道，出来便是一座形似风筝的

广场。广场正中就是昔日京城的“南天门”永定门，虽说这重

建版没了原版的威武雄浑，但如今城中别处风筝因为限飞难以

展翅，在这儿则可以放心翱翔。如果你是个中好手，不妨带上

你的战鹰，和久战此地的老少玩家们斗一把。记住，一定要背

南面北，否则会被毫无遮拦的太阳晃了眼——这下，你能体会

我们安排从南到北游览次序的良苦用心了吧？

永
定
门 

燕
墩南

天
门
风
筝
记
忆

今
天
的
北
京
城
连
同
中
轴
线
，
都
是
明
代

确
定
的
格
局
。
但
严
格
意
义
上
说
，
中
轴

线
的
南
端
起
点
，
还
不
是
明
北
京
城
的
南

大
门—

—

永
定
门
，
而
是
永
定
门
再
往
南

『
城
外
半
里
官
道
西
』
，
今
天
的
京
沪
铁

道
旁
，
一
座
上
有
经
幢
的
高
台
。
此
物
名

曰
燕
墩
，
元
代
只
是
座
烧
狼
烟
烽
火
的
土

台
，
明
代
则
因
其
地
理
位
置
重
要
和
代
表

的
『
火
德
』
，
被
选
作
镇
守
京
城
五
行
之

一
的
南
镇
，从
而
从
烟
墩
升
级
成
了
燕
墩
，

而
且
『
燕
墩
石
幢
』
也
曾
是
某
版
燕
京
八

景
之
一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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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永定门脚下这一带的护城河，虽然看似缺少现代化大都市的

繁华，却胜在难得的幽静和平民市井生活的真实。从永定门向东，一

路上桃红柳绿间，不知和多少颇具水准的舞者、钓者、泳者们擦肩而过。

几分钟之后，就到了以平民化、接地气著称的便宜坊集团总部，

和紧邻它的两家旗下老字号——都一处和老正兴。那出品水准自然毋

庸置疑，不少大爷大妈早上十点钟顶着师傅上班就来排队了。前者除

了如花朵般绽放在眼前的烧卖，必不可少的是那位爱吃爱题字的皇帝

的专利——既是素菜又是甜点的乾隆白菜；后者则有着北京城几乎硕

果仅存的寿桃，认老礼的老北京过生日，必须要奔这儿。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皇帝每年在天坛祭天

与祈谷的盛大仪式，并且在少雨的年份，祈求

上天垂怜降雨的虔诚与苦楚。如今的天坛，仍

旧保持着古时的建筑与格局，天高辽阔，视野

极好，置身其中仍能感受到天地之大与“我”

之渺小，建筑上也处处体现着古人的寓意、象

征及艺术表现手法。

祈年殿以圆形、以蓝色象征天，殿内大柱

及开间又分别离意一年的四季、二十四节气、

十二个月和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并象征天上的星

座——恒星等。圜丘坛是每年皇帝举行祭天大

典的地方，汉白玉栏杆与蓝色琉璃瓦砖相呼应，

每层栏杆上都有云龙纹，外有方圆两重矮墙，

象征着天圆地方。

站在中央的圆形石头上，小声说一句话都

永
定
门   

东
滨
河
路

城
南
旧
事   

依
然
现
在
进
行
时

至
于
永
定
门
脚
下
这
一
带
的
护
城
河
，
虽
然
看
似
缺
少
现
代
化
大
都
市
的
繁

华
，
却
胜
在
难
得
的
幽
静
、
和
平
民
市
井
生
活
的
真
实
。
从
永
定
门
向
东
，

一
路
上
桃
红
柳
绿
间
、
不
知
和
多
少
颇
具
水
准
的
舞
者
、
钓
者
、
泳
者
们
擦

肩
而
过
。

天
坛

奉
天
承
运   

只
因
天
意
在
此

从
北
京
任
何
摩
天
大
楼
望
去
，
南
二
环
和
中
轴
线
交
界
处
、

那
片
占
地
为
故
宫
四
倍
、2

73

公
顷
的
古
建
筑
群
，
都
是
傲
视

一
隅
的
存
在
。
这
是
明
清
两
朝
皇
帝
祭
天
的
地
方
，
也
是
世

界
上
规
模
最
大
的
古
代
祭
天
建
筑
群
之
一
，
并
且
早
已
入
选

世
界
遗
产
名
录
。
入
选
时
，
世
界
遗
产
委
员
会
给
予
了
它
如

此
评
价
：
北
京
天
坛
建
于
公
元1

5

世
纪
上
半
叶
，
坐
落
在
皇

家
园
林
之
中
，
四
周
古
松
环
抱
，
是
保
存
完
好
的
坛
庙
建
筑
群
，

无
论
在
整
体
布
局
还
是
单
一
建
筑
上
，
都
反
映
出
天
地
之
间

的
关
系
，
而
这
一
关
系
在
中
国
古
代
宇
宙
观
中
占
据
着
核
心

位
置
。
同
时
，
这
些
建
筑
还
体
现
出
帝
王
将
相
在
这
一
关
系

中
所
起
的
独
特
作
用
。

http://baike.baidu.com/view/63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68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68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2587.htm


其中总面积达 3600 平方米的标

本馆，是国内同类馆中规模最大、设

备最好、功能最全、使用价值最高的

标本馆，蕴藏着 20 余万件馆藏标本。

许多标本在国内、国际上都堪称孤

品，包括世界闻名的古黄河象头骨化

石、长 26 米的巨型井研马门溪龙化

石、中国唯一的恐龙木乃伊化石、北

极熊、犀牛等。而其中的镇馆之宝，

如今要数新西兰坎特伯雷国家博物馆 

赠送给我国的恐鸟骨骼标本了，这种

地球上巨大的鸟已经于 1885 年在我

们这个星球上灭绝，这件标本也是这

一物种保存在我国的孤品。

可达到洪亮的效果，这

也是当时皇帝所站的祭

天之处。他的声音被传

至四面八方，犹如上天

御旨。圜丘坛以北为皇

穹宇，是供奉祭祀神位

的场所。它的正殿前围

有圆墙，被称为回音壁，

人们站在不同侧面说话

另一头都清晰可闻。除

此之外，举行祈谷大典

的场所祈谷坛，供奉“皇

天上帝”和皇帝列祖列

宗神版的皇祈殿及致斋

的斋宫，也是绝不容错

过的重点。

国
家
自
然
博
物
馆

领
略
绝
版
的
生
命
遗
迹

任
周
围
市
井
喧
哗
，
但
走
进
中
轴
线
路
东
、
天
坛
西
门
旁
那
座
苏

式
恢
宏
大
楼
，
你
都
会
感
觉
环
境
一
下
子
安
静
下
来
。
除
了
建
筑

格
局
本
身
，
更
因
为
内
容
令
人
敬
畏—

—

这
里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
的
中
央
自
然
博
物
院
，
而
后
更
名
为
北
京
自
然
博
物
馆
，
一
代

代
北
京
人
上
小
学
时
都
会
来
此
春
游
，
今
年
正
式
更
名
为
国
家
自

然
博
物
馆
，
确
立
了
其
国
家
级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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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建筑领域的第一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实在是过于

低调。直到在昔日的太岁殿内，依序走过从原始社会到明清的中国古

代建筑几千年的历程，才会让人惊觉这里竟是如此胸藏锦绣、内蕴深厚。

这些巧夺天工的营造技术和发明创造中，斗栱堪称中华民族对世

界人居的最伟大贡献。它的最集中（上千个）和最多样化（50 多种）

分布，尽在有着“世界高层建筑之祖”的应县木塔一身。展厅中那座

虽是微缩模型，也足以叫人一览无余，叹为观止。

等再一抬头，却发现身在室内却能仰望星空——头顶是一座藻井，

藻井上是一整幅星象图，共存星 1427 颗，栩栩如生。作为皇家寺庙

隆福寺两个存世部分之一，这一藻井几经辗转保存在此，并参考了营

造学社梁思成等人的研究成果，历经数年拼接修复，才有了如今的惊

艳世间。藻井代表着“天圆地方”，不仅为中国古建筑独有的装饰构

先
农
坛   

北
京
古
代
建
筑
博
物
馆

举
头
望
藻
井   

低
头
种
皇
粮

率
先
意
识
到
中
轴
线
重
要
价
值
的
梁
思
成
先
生
曾
经
说
：
建
筑
是
凝
固
的
生
命
，

是
无
声
的
历
史
，
是
一
个
民
族
对
人
类
文
明
贡
献
的
重
要
标
本
。
而
集
中
欣
赏
中

华
民
族
的
这
批
文
明
标
本
的
最
好
去
处
，
就
大
隐
隐
于
市
地
坐
落
于
北
京
南
中
轴

线
和
南
护
城
河
交
界
西
侧
、
也
就
是
天
坛
正
对
面
的
另
一
组
古
建
筑
里
。

专题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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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更是为皇家专用。另一座拜殿的藻井也来自隆福寺，是由金丝楠木雕成的一整条盘龙，同样精美绝伦。

古建博的室外部分也堪称独一无二：观耕台的底座用黄绿琉璃砖砌成、尽显皇家祥瑞；台下则是北京老城内现

存唯一的田地，至今还在耕种。而这不多不少正正好的一亩三分地，昔日的耕种人就是皇帝本人。

若问这里凭什么有这么高的规格？原来，今天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在明清两代的用途，就是祭祀农神并举

办开耕典礼的皇家庙宇，大名“先农坛”。这片昔日的“中国第一田”，除了作为博物馆，以及和延安保育院一脉

相承的育才学校，更大部分则建起了先农坛体育场，成为北京乃至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摇篮。

专题
FEATURE



除了“天桥八大怪”等最鲜活的老北京民俗标本，这场

运动如同一股东渐的西风，给旧京的皇天后土播下了海派的

种子。无论是《春明外史》中夜游园的浪漫，还是《啼笑姻缘》

里吃西餐、租住里弄的新潮，都发生在今天的天桥地区。其中，

北京第一座购物中心、第一座屋顶花园、第一座女子戏院、

第一座专演国外大片的电影院，还有只比北京饭店晚了一年

多的电梯，都出现在今天的友谊医院，昔日，这里有个更响

亮的名字——城南游艺园。

虽然诸多北京第一的摩登，在今天的医院建筑群早已杳

如黄鹤。但今天的香厂路至留学路一带，沿街不少一二层的

老建筑，还可以看到中西合璧、南北交融的建筑元素，尤其

是刚刚焕彩重生、以网红打卡地的姿态重新对外开放的泰安

里。当年从一代风月俏佳人赛珍珠，到“南张北侯”之南派

相声泰斗张永熙，还有有着“天桥马连良”之称的梁益鸣，

都曾是这里的住客。

泰安里整座建筑用青砖砌成，上有法式孟莎顶，楼梯间

通气的却是德国式的大圆窗；透过圆窗可以看到半人多高的

大楼梯、足有大腿粗的扶手；进入大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

条弄堂，弄堂两侧共有六幢平面格局和立面相同、各有独立

天井小院的两层小院；六幢小院建筑的六个楼门，两两相对

通向弄堂，楼门上方有罗马式浮雕、细腻的曲线极富韵律节

奏的变化，优雅又不失精巧别致。

天
桥
新
市
区

俗
有
『
八
大
怪
』 

旧
时
摩
登
地

天
桥
因
昔
日
皇
帝
祭
天
必
过
此
桥
而
得
名
，
而
老
天
桥
本
身
早

已
在
民
国
初
年
的
『
新
市
区
运
动
』
中
，
因
架
设
电
车
道
而

隐
入
历
史
云
河
。
今
天
的
天
桥
地
区
以
文
化
娱
乐
业
出
名
，

从
世
界
级
名
团
频
繁
报
道
的
天
桥
艺
术
中
心
，
到
中
国
最
古

老
的
专
业
舞
蹈
剧
场
天
桥
剧
场
，
杂
技
团
专
用
的
天
桥
杂
技 

剧
场
，
还
有
德
云
社
发
迹
的
天
桥
乐
茶
园
，
均
云
集
此
处
，
而
『
看

演
出
，
到
天
桥
』
的
传
统
，
其
实
正
是
在
一
百
多
年
前
那
场
酝
酿

于
清
末
、
落
实
在
民
初
的
『
新
市
区
运
动
』
中
奠
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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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市
口-

前
门
箭
楼

 
 

故
事
里
的
『
市
』
，
很
是
一
回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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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门
大
街

可
以
逛
的
中
轴
线

北
京
的
中
轴
线
世
界
闻
名
，
但
大
多
不

是
可
以
全
天
候
随
便
逛
的
。
既
是
通
衢

大
道
，
又
可
以
满
足
你
能
想
到
的
有
关

在
北
京
吃
喝
玩
乐
一
切
需
要
的
，
非
前

门
大
街
莫
属
。
北
京
有
句
老
话
：
西
单

东
四
鼓
楼
前
，
但
还
有
句
话
：
都
不
抵

前
门
楼
、
九
丈
九
。
一
直
到
改
革
开
放

之
前
，
前
门
大
街
都
是
北
京
珠
玉
锦
绣

的
最
繁
华
所
在
。
北
京
奥
运
会
那
年
，

前
门
大
街
变
身
步
行
街
，
按
照
修
旧
如

旧
的
原
则
改
建
，
其
依
据
正
是1957

年
的
老
照
片
和
其20

世
纪20

至30

年
代
初
的
风
貌
。

专题
FEATURE



最为吸引眼球的，无疑是前门五牌楼，以及停在大街前端两侧的铛铛车。而整条步行街的设计可谓融合浓缩

了旧时北京文化从帝王到市井的全部精华，比如，8 盏故宫宫廷式样的园林灯，鸟笼、拨浪鼓、糖葫芦等老北京特

有的民俗物品也被设计成了路灯。国子监独有的石鼓，皇家园林里储水浇花的铜缸，也都被设计制作后放在新大

街的路边。

但低调而安分地守在大街两旁的，才是真正的文物。新前门大街，总共保留了 20700 多平方米的老建筑，大

约占前门地区规划建筑面积的 52%。整个设计方案特别突出了前门大街现代商业功能和古都风貌相结合的原则。

大街北段最不容错过的是物质和精神食粮双丰收——九座老建筑中，月盛斋和中国书店必须驻足。中段则是精华

中的精华，共有 41 个有名有姓的老门脸被恢复或重建，从全聚德到都一处，从壹条龙涮肉到中和戏院等，无不是

老北京魂牵梦绕的去处，而南段则可以重温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那段历史，应该带着家中的老人转转。

坐在慢悠悠行驶的铛铛车上，看着街道两边的老建筑和落地大玻璃窗，我们也会穿梭于各式各样的北京老字

号里，一回头，却看见的是世界知名品牌。这是奇妙的时空穿梭感，也是混沌的时空错乱感。

专题
FEATURE



站在中轴线上名为鲜鱼口的交口上，远远便可望见

鳞次栉比、明亮鲜红的招牌。整条胡同以灰色调为主，

家家招牌醒目且彩旗飘飘，颇有回到从前之感。从头起，

各路小吃便映入眼帘。永丰特色食品店、老北京炸酱面、

老北京卤煮等招牌快速跃入眼帘，而开放式的小门脸儿

里还有宫廷奶酪与正宗的臭豆腐。

深处更是藏着老字号的硬货：既有便宜坊烤鸭旗舰

店这样的阳春白雪，全鸭席及 400 多道特色菜品让人大

开眼界；又有清朝同治年间就创办的下里巴人——天兴

居炒肝，油亮酱红的汤汁中以肝脏大肠为主料勾以淀粉

佐以蒜，一勺子下去满口丰富，别提多敞亮。

除此之外，锦芳小吃、永丰莜面、金糕张、天源酱园、

炸糕辛、力力餐厅、锅贴王、通三益……都在以各自拿

手的绝活，诱惑着初入“鱼口”的你。如果已经患上选

择困难症，那么就别多想了，放开心与胃，爱谁谁吧！

鲜
鱼
口
老
字
号
美
食
街

食
全
大
补 

老
而
弥
鲜

这
条
中
轴
线
往
东
一
拐
的
小
街
，
早
在

近
六
百
年
前
的
明
朝
正
统
年
间
就
形
成

了
。
小
街
的
肌
理
蜿
蜒
曲
折
，
原
来
是

当
初
曾
有
运
河
流
经
此
地
，
这
里
则
依

运
河
形
成
码
头
，
成
了
贩
卖
新
鲜
鱼
类

的
地
方
，
因
而
得
名
。
中
轴
线
以
东
是

主
打
老
字
号
传
统
美
食
的
鲜
鱼
口
，
就

这
么
与
西
面
以
『
八
大
祥
』
为
代
表
、

主
打
传
统
零
售
业
的
大
栅
栏
相
对
遥
望
，

可
谓
双
丰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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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FEATURE

西河沿街 220 号的正乙祠，就是当年浙江银号

商人集资兴建的行业公会。“正乙”是财神爷赵公

明的仙号，祠内有供祭祀用的祠堂、议事用的大厅，

还有一座名贯京华的戏楼。而今天，修旧如旧的戏

楼则继续作为小众高端演出场所，服务于阳春白雪

的高雅艺术。

再看 196 号那座二层环抱式小楼，门虽小，进

去却别有洞天，交易大厅和一个一个格子状的大户

室的格局清晰可见。原来这就是民国初年最早的证

券交易所，墙上高处那一个个钩子，它正是当年挂

股票名牌用的。

继续东行，直到和中轴线交口，一座融合了中

国牌楼和西洋折中主义风的宏伟建筑，打破了此前

一直由低矮小巧的屋顶主导的天际线，正是旧中国

建筑大师、近代中国建筑之父杨廷宝的代表作，也

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专业银行——1905 年，清政

府邮传部为筹资赎回京汉铁路运营权和充分利用交

通系统的资金，奏请朝廷批准在此设立了这家交通

银行。

如果说交通银行是一位身披西式铠甲却拿着中

国宝剑的骑士，那它身旁的盐业银行便是一位华丽

庄重的女王——挑高十余米的三层大楼全部采用红

砖建墙，并镶嵌白色石边，正面为爱奥尼亚柱式，

做工极精细。由此可见银行本身有多财大气粗。

前
门
外
西
河
沿
街

百
年
前
就
有
了C

B
D

无
论
是
前
门
大
街
、
鲜
鱼
口
还
是
大
栅
栏
，
老
北
京
都
知
道
，
想

花
钱
必
得
出
前
门
。
其
实
这
片
风
水
宝
地
挣
钱
的
本
事
一
点
不
比

花
钱
差
，
可
谓
吞
金
吐
银
。
仅
一
条
西
河
沿
街
最
多
时
便
荟
萃
了

上
百
家
金
融
机
构
，
道
理
也
很
简
单
：
隔
壁
吃
喝
玩
乐
，
哪
样
不

得
花
钱
？
现
在
咱
出
门
还
不
爱
带
现
金
呢
，
更
何
况
老
祖
宗
们
的

银
洋
和
铜
钱
更
加
沉
重
。
票
号
吃
的
就
是
这
碗
周
到
饭
。

但钱市胡同最大的特点还不是

“最窄”，而是中国现存最早、也是

最完整的金融交易所。清光绪年间，

“四大恒”钱铺发起集资在此创立钱

市，内设经纪人 20 户，并在钱市里

用砖建方砖案 20 个，名为“案子”。

钱市胡同最里面的 7 号和 9 号院中有

着百年历史的巨大罩棚下，两排整齐

的小房便是这些“案子”的所在。

至于胡同南侧的 2 号至 10 号五

座三合院，当年正是名副其实“吞金

吐银”的地方。房上的小气窗告诉我

钱
市
胡
同

最
窄
胡
同
看
这
里

从
盐
业
银
行
正
对
着
的
珠
宝
市
街
南
行
不
远
，
有

一
条
和
西
河
沿
街
平
行
的
死
胡
同
。
其
实
如
果
不

是
胡
同
口
『
钱
市
胡
同
』
的
铭
牌
提
醒
，
一
般
人

是
不
会
意
识
到
这
竟
然
也
是
条
胡
同
的
。
它
的
最

窄
处
只
有40

多
厘
米
，
若
是
换
上
厚
厚
冬
装
的

时
节
，
一
个
身
材
略
臃
肿
的
人
，
恐
怕
都
难
以
顺

利
通
过
。
其
实
，
它
的
最
宽
处
也
仅
有80

多
厘
米
，

即
使
是
两
个
瘦
人
对
面
走
来
，
也
只
有
双
方
侧
身

让
路
才
能
通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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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之最

北京是一座胡同之城，“有名的胡同
九百九，无名的胡同赛牛毛”。而多
如牛毛的胡同界，也有着各项冠军。
而这些胡同界的冠军，除了最老的和
最宽的胡同稍远，居然大都围绕着中
轴线分布，还都集中在前门地区。

最老胡同：砖塔胡同

始建于元初，因胡同东口的万松老人塔而得
名。塔今仍存，作为正阳书局的所在对外开放。

最宽胡同：灵境胡同

因灵济寺位于此地而得名，它原本也是正常胡同
的宽度，但在新中国的几次城市改造中不断扩容，
最后一次于世纪之交借着金融街建设，成了双向
四车道的通衢大路，最宽处足有 32 米多。

最长胡同：东交民巷 

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至崇文门，约 1.6 公里长。

最短胡同：一尺大街 

名为一尺，其实也有近 30 米长，从樱桃胡同
北口到桐梓胡同东口，南北各三个门脸，曾
被并入东边的杨梅竹斜街。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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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里正是当年熔炼银钱的炉房。而朱漆大门上一幅幅

“增得山川千倍利，茂如松柏四时春”“泰阶平如日之升，

聚宝多流川不息”的对联，更是告诉人们这里旧时主人的

身份和身价。

最曲折胡同：九湾胡同

位于珠市口路口西南角的九湾胡同，准确说应该是十三湾胡同才
对。虽然它的总长只有 390 米，却有 13 道弯，直弯、缓湾、斜湾、
急弯……弯连弯、弯套弯，从东口进西口出的话，越发窄小和急转，
直到西端只能容一人勉强通过。早年间附近的孩子学骑自行车，
都得顺利通过这条“f1 赛道”，才算可以过关出师。之所以用湾
而不是弯来命名，这就涉及胡同的起源。今天的北京以缺水闻名，
但古代可不是，胡同正是沿着河沟水系走向衍生而来，就连拐弯
也是顺着河湾的自然走向。

施
家
胡
同

最
『
阔
』
胡
同
在
隔
壁

钱
市
胡
同
往
南
几
十
米
，
因
清
代
山
西
票
号

商
人
老
施
家
落
户
于
此
，
而
得
名
施
家
胡
同
。

这
条
不
足30

0

米
长
的
胡
同
，
清
朝
末
年
是

北
京
第
一
条
铺
设
柏
油
路
面
的
胡
同
。
要
知

道
，
直
到
改
革
开
放
前
，
北
京
城
的
许
多
大

街
都
是
『
刮
风
一
身
土
、
下
雨
一
脚
泥
』
，

别
说
胡
同
。
原
来
，
那
年
头
作
为
内
部
道
路
，

胡
同
的
路
都
是
住
户
自
己
筹
款
修
的
，
这
就

从
侧
面
说
明
了
施
家
胡
同
居
民
的
身
价—

—

『9

号
是
同
源
祥
、10

号
是
谦
生
银
号
、

11

号
是
裕
兴
中
、12

号
是
义
生
、15

号
福
生
、

17

号
启
明
、21

号
三
聚
源
、22

号
集
成
…
…
』

老
住
户
如
数
家
珍
，
敢
情
全
是
土
豪
！

尤其是施家胡同 17 号的启明银号，曾因进门空地宽阔，

新中国成立后成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大院”。1953 年 2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颁布，同年 10 月，在第一次全

国规模的普选中，这里作为分会场的盛况被当时几乎所有

媒体报道。

胡同里最初用途不是银号的老建筑寥寥无几，守着胡

同通往中轴线大路口的 4 号大院就是其中之一。原来，后

来成了施家胡同第一旅馆的这里，新中国成立前是大名鼎

鼎的三义镖局。兵荒马乱的年代，银号想要自保，自然得

仰仗镖局的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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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里一直保持着中国最大火车站的纪录，它

有地上二层，地下三层，可谓是中国近代铁路车站建筑

的代表作，光是这个整体建筑，就够里三圈外三圈地琢

磨好一阵。难能可贵的是，那时的建筑师就考虑到了和

中轴线整体风貌的协调性，今天站在前门附近的任何一

处，同时看这座欧式车站和古老的前门箭楼、正阳门城

楼，都会得出独具特色，却不突兀的“优质感”体验。

如今这里是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正阳门馆区。虽然中

铁博另两大馆区东郊馆和詹天佑纪念馆都比这里大，但

体量最小的正阳门馆却是龙头老大。没办法，谁让它的

历史摆在这儿。而作为国内关于铁路唯一的国字号专业

博物馆，它蕴含的信息量自然是不在话下。馆内主要以

图片资料的形式展出了中国铁路发展的整个历史轨迹，

从 1876 年至今，一张张史料照片与模型，带你重新认

识这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工具，地下一层青藏

铁路的实景还原模型尤其生动。

中
国
铁
道
博
物
馆
正
阳
门
馆

大
历
史
在
这
里
会
车

一
派
北
京
灰
的
中
轴
线
，
却
在
和
前
三

门
大
街
交
口
东
侧
，
多
了
一
栋
尖
顶
高

耸
的
欧
式
建
筑
。
不
出
所
料
，
这
是
近

代
新
生
活
方
式
带
来
的
巨
变—

—

自

1
9
0

6

年
正
式
启
用
至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夕
，
这
里
叫
作
京
奉
铁
路
正
阳
门
东
车

站
。
从
蔡
锷
将
军
出
京
护
法
、
新
中
国

领
导
人
集
体
『
进
京
赶
考
』
，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的
几
次
华
丽
转
身
，
都
发
生
在

这
里
。



从鲜鱼口一路向东，直到后开辟的前门东路口，那一片明显带有

山西官式民居风的古建筑，就是由山西阳平在京商人在明代中后期集

资修建的阳平会馆。其最大的看点和精华，在于那座北京唯一位于民

间却具有皇家气派的戏楼：戏楼占地面积近 1000 平方米，扮戏房也就

是后台都有 200 平方米，足见其气派；戏台口则挂着一块金字巨匾，

上书“醒世铎”三个大字，是由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所写；建筑

形式更是独特，戏楼分三层，上有孔洞，下有地道，便于演神仙戏时

演员“上天入地”；戏楼内部的彩画是清代我国最高形式的彩画——

和玺彩画，至于为何一个民间戏楼会有皇家彩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因为当年最好的戏台在这儿，所以会馆以东的南、北芦草园胡同

就成了最早的“艺术家小区”。从修葺一新后的中西合璧民国潮范儿，

就能看出当年主人的实力和审美。北芦草园 3 号住过梅雨田、梅兰芳

叔侄，5 号住过程砚秋，9 号住过王惠芳，11 号则是碧玉花的宅子；而

巧的是，北芦草园住的多是旦角，武生泰斗王金璐和两位名净叶福海、

李春恒则都把府邸开在了南芦草园。当年王志文、刘佩琦主演的《无

悔追踪》就是在这里取景的，该剧有不少民国老戏班和风月场的故事，

实在合适不过。

早在中轴线还只是筹备申遗阶段的前奥运时段，阳平会馆就已经

率先完成了修缮和活化——刘老根大舞台的招牌说明了一切。《刘老根》

《乡村爱情》等经典影视剧里的大小演员经常会在这里演出，文的嘴

皮子利索、嗓子亮堂，武的抬腿就能翻筋斗，甭管角儿大小，都豁了

命耍开来，应变那叫一个快，搞笑段子嗖嗖往外蹿。虽说艺术欣赏口

味和品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敬业精神到哪儿都值得被尊重 。

刘
老
根
大
舞
台

会
馆
文
化
活
化
石

北
京
南
城
以
会
馆
文
化
著
称
。
而
那
昔
日
各

地
、
各
行
业
的
『
驻
京
办
』
，
又
以
中
轴
线

两
侧
、
前
门
外
这
一
地
区
最
为
集
中
。
如
今

的
刘
老
根
大
舞
台
，
当
年
名
为
阳
平
会
馆
，

算
得
上
昔
日
会
馆
建
筑
的
翘
楚
，
也
是
今
天

保
存
和
活
化
的
典
型
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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