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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北京中軸線何以產生，又如何變

遷，其實也是為“北京何以成為北京”這

個問題尋找答案

朱祖希清晰記得初見北京城的情形。

1955年，朱祖希以第一志願考取北京大學

地質地理系，他告別故鄉浙江，乘坐汽車

、火車，經過幾天幾夜的顛簸，到了前門

火車站，高大的正陽門城樓驀然出現在眼

前，讓他震動。

從南端的永定門、正陽門，穿過古都

北京的外城、內城、皇城、宮城，再向北

至鐘鼓樓，就是全長約 7.8公里的北京中軸

線。60多年後，作為歷史地理研究專家的

朱祖希，開始在各種大大小小的論壇和講

座上講北京中軸線是怎樣產生的。即便是

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也不一定能

說清楚北京中軸線是什麼，以及它承載著

怎樣的歷史。

在北京城，最能夠清晰感知到中軸線

存在的地方，一定是在老城的高處。站在

景山公園的萬春亭，能夠看到紫禁城的核

心建築沿著中軸線依次位列，兩邊的建築

按中軸對稱。登上鼓樓的 69級臺階，在二

樓向南遠眺，能看見遙相呼應的景山萬春

亭，也能明明白白看到一條軸線位於北京

城的中央，青磚灰瓦的建築錯落在中軸線

的兩邊。

自梁思成在上個世紀 40年代提出北京

中軸線的概念以來，中國學者就開始探尋

北京中軸線的起源和演進。追溯北京中軸

線何以產生，又如何變遷，其實也是為

“北京何以成為北京”這個問題尋找答案

。

1875 年前後，北京內城外的景象。遠

處是正陽門及其箭樓。高牆下鋪著有規則

的幾何圖形，是晾曬的畜糞，牆角下有曬

糞人臨時搭建的窩棚。圖/FOTOE

都城建設的理想模式
朱祖希在北大上的第一課，就是時任

北大地質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在“迎新會”

上給新生作的“北京的起源及其變遷”報

告。侯仁之在講到北京在城市規劃建設上

取得的成就時，會先提到《周禮· 考工記》

，因為其描繪了中國古代都城建設的理想

模式。

《周禮》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

分職，以為民極”，即王者建立都城，首

先要辨別方位，確立宮式居所的位置，目

的是使天下人各安其位，烘托君子重威。

《周禮· 考工記》對都城佈局的規劃，

則是“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

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

市。市朝一夫”，指的是王都平面呈方形

，每面三座城門，城內分為面積相等的九

個部分，分別規劃為不同的功能區，宮城

作為全城規劃的中心，位於城內，王宮內

按前朝後寢規劃，宗廟和社稷對稱置於外

朝左右兩側，宮城的南北一線則是城市中

軸線，中心線前有王宮，後有市。

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古都學

會會長王崗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周

禮· 考工記》中關於都城建設的理念，一直

影響著中國古代都城的建設。而在理想的

都城建設藍圖中，就有中軸線的存在。

關於中國古代第一個出現中軸線的都

城是什麼，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存在不同

的答案。一些史學家認為，曹魏時期的鄴

城是第一個出現中軸線的都城，距今有

1700多年，當時出現了一條簡單的中軸線

，即南北向的穿越大道。而在收錄了多位

著名考古學家和學者文章的《從考古看中

國》一書中，考古學家王巍稱，考古發掘

和研究證明，4000多年前的夏宮，不僅位

居都城正中，且宮內城多座宮殿的格局已

呈現出“中軸突出，兩翼對稱”，前後幾

進院落排列整齊的格局。這意味著中軸線

在中國都城的建設中可能出現得更早。

無論如何，中軸線的城市規劃理念在

數千年前的中國古代都城便已經出現，是

毫無異議的。

魏晉南北朝時的都城洛陽，已經出現

明顯的中軸線。隋唐時期，對於都城中軸

線的規劃則已經開始具有一種自覺意識，

寬約 150米的朱雀大街即是長安城的中軸線

，城中心部分的佈局也都依據左右對稱的

原則。到了北宋的東京，雖然其平面佈局

東西兩翼不對稱，但自大內的宜德門到裡

城的朱雀門，再到外城的南熏門，這條

“禦街”顯然是全城的中軸線，並且東京

城在擴建時，也力求形成一條城市軸線。

北宋滅亡後，金朝佔有長江以北大部

分地區，開始為鞏固這片疆域採取各種措

施，其中就包括確立都城體系。在海陵王

奪得皇權後，他遷都燕京，改稱中都，使

得北京成為一代王朝的首都，並一直延續

到元、明、清三代。

海陵王新建的金中都城，也出現了北

京都城史上第一條中軸線，這條中軸線南

起金中都城的正南門豐宜門，北至金中都

城的正北門通玄門，全長約9裡，中間貫穿

了整個皇城的各組宮殿。

現在，金中都城的中軸線只剩下一些

殘缺遺址。2002年 7月，金中都建都 850周

年前夕，當時北京宣武區政府在西二環白

紙坊橋南的金中都大安殿遺址處修建了一

座北京建都紀念闕。

從數千年前夏宮“中軸突出，兩翼對

稱”的格局，再到金中都的中軸線，中國

古代都城不斷向《周禮· 考工記》中的都城

規劃理想靠近著。

起源元大都
2014 年前後，北京文史研究館決定出

版一套系統介紹北京中軸線的圖書，王崗

成為這套書的主編。2017年，分上下兩冊

的《古都北京中軸線》正式出版，其中，

從金至清朝的北京中軸線更迭過程占了此

書相當大的篇幅。

王崗說，金中都城出現了北京的第一

條中軸線，現在的北京中軸線，其位置是

在元大都時確定的。元滅金後，放棄沿用

金中都城，而是在東北方向另選新址，建

造元大都城。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這種《周

禮· 考工記》中提到的模式很早就出現了，

“但是要在一座拔地而起的都城裡體現這

種理想，非常困難。”在王崗看來，直到

元大都，統治者才第一次把這種理想的模

式變成現實，並且建造了一條前無古人的

都城中軸線。按照侯仁之的觀點，對《周

禮· 考工記》的規劃思想體現得最為徹底的

當屬元大都城。

在元大都的建造中，鐘、鼓樓被放在

了全城的中心位置，這是以往的都城模式

中從未有過的。“從漢朝開始，古代都城

設計建造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王崗說

，從漢朝一直到唐朝，一直認為北邊是最

重要的位置，所以全城最北邊的位置都留

給了皇城。到了宋朝，崇尚的是“中”，

認為中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所以把皇城

和宮城從全城的最北邊挪到了中心位置，

“到元大都，並不是把皇城放在了全城中

心，而是把鐘、鼓樓放在了中心，全城最

重要的地方”。

鐘、鼓樓是人們瞭解日月星辰運行規

律的地方，一年四季十二個月，每天十二

個時辰，都是通過擊鼓鳴鐘來顯示。將鐘

、鼓樓置於全城中心，意味著元大都的規

劃者把宇宙的活動，或者說是萬物運行的

規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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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大都城，皇城被放在鐘、鼓樓的

南面，全城南面的中心位置。太廟被安置

在皇城東側，符合“左祖右社”中“左”

的位置，社稷壇被安置在皇城西側與太廟

對稱的“右”的位置。商市則分佈在都城

中心鐘、鼓樓一帶，以及各個交通樞紐的

大街和城門附近。

元大都城的建造者實現《周禮· 考工記

》中理想模式的過程，也是一個讓國家統

治者不斷鞏固政治合法性、突出皇權至高

無上的過程。

明代永樂大帝將都城遷往北京後，北

京城較元大都整體南移，太廟和社稷壇從

皇城兩側挪到了皇城前，但中軸線的設計

仍被嚴格保留，形成了中軸對稱的建築佈

局模式，突出紫禁城的核心地位。人們如

今所看到的北京中軸線大部分建築，基本是

在明時期建造的。

朱祖希記得，侯仁之給北大地理歷史系

講課時，在提到北京城的政治主題時，會講

到一位縣太爺的故事。明代，一位縣太爺受

到皇帝召見進皇城，他先進入大明門，誠惶

誠恐地走完 500余米的千步廊，看到金水橋

，視野一下開闊了，縣太爺以為，過了金水

橋，進承天門後就能見到皇上。沒承想，進

了承天門後，還要走 180余米到端門，然後

再走 380余米到午門。進了午門，視野再次

變得開闊，看到內金水橋，前面是奉天門，

要再走 180余米。過了奉天門，縣太爺終於

看到奉天殿，走過去就能見到皇上了，但是

經過前面一長一短、一短一長地在中軸線上

的行走，縣太爺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壓力，癱

倒在奉天門。

朱祖希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這說明

都城規劃者已經注意到環境、空間、行走距

離的變化會給人造成心理壓力，並把對皇帝

的崇敬融合到了對都城的規劃上。

清代繼承延續了北京中軸線整體空間格

局。順治時期和康熙時期，均對中軸線區域

宮殿、壇廟等國家禮制建築進行了大規模修

繕和重建。雍正時期主要完成了對景山壽皇

殿的修繕，乾隆時期則完成了重華宮等一眾

宮殿的改建和新建，擴建、修繕了天壇等壇

廟禮制建築。這也是北京中軸線進入最後一

次大規模的建設階段。

但北京中軸線不只是作為皇權至上的標

誌所存在。作於乾隆三十二年的《京師生春

詩意圖》，由正陽門大街畫起，由南向北一

直畫到景山，描繪了雪後京城中軸線的面貌

。畫中有皇帝拜見太后，有朝臣官員進宮拜

謁，也有前門大街的車水馬龍，市民在中海

排成佇列冰嬉。商業活動和市民活動極為繁

盛的北京中軸線及其兩翼，始終承載著“普

天之下，唯我獨尊”以外，屬於市民的生活

印記。

認識北京中軸線
儘管自元大都以來，北京中軸線就已經

存在，但第一個提出北京中軸線概念的是建

築學家梁思成。

在梁思成於1932年發表的《我們所知道

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中，他總結了中國建築

平面佈局的基本原則和特徵，使用了“南北

中線”的說法。梁思成1942年編寫、1944年

完成的《中國建築史》中，則在論述中國建

築平面佈局的特點時，開始使用“中軸線”

一詞，“紫禁城之全部佈局乃以中軸線上之

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為中心，

朝會大典所禦也”。自那以後，“中軸線”

成為梁思成普遍使用的概念，尤其是在提到

北京的規劃時。

梁思成用了極大的熱情讚美中軸線，稱

北京獨美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

產生，“氣魄之雄偉就在這個南北引伸、一

貫到底的規模”。梁思成也說北京中軸線

“是有音樂節奏”的，北京中軸線被他形容

為有層次、有高峰、趣味深長的畫卷。

在梁思成和陳占祥於1950年共同撰寫的

《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

》（即梁陳方案）中，北京的中軸線概念再

次被提起。梁思成和陳占祥建議避免大規模

拆遷，將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不過，梁

陳方案沒有被採納。

自1950年代以來，因城市化建設的需要

，北京的城門和城牆逐漸被拆除。位於北京

中軸線最南端的永定門，是中軸線上重要的

標誌性建築。永定門甕城城牆從1950年開始

被陸續拆除，1957年，永定門城樓和箭樓又

以“妨礙交通”和“已是危樓”為由被拆除

。此後，北京中軸線失去了南端點。

伴隨著北京城市建設，一系列考古工作

也開始展開。拆城牆的步伐沒有停止，但這

些研究竭力拼出一個對北京城更完整的認識

。

1964年，考古學家徐蘋芳等人以考古勘

探的手段，鑒定了元大都中軸線的位置，證

實從鼓樓到景山的大街就是元大都南北中軸

線大街，與今天地安門南北大街是重合的，

證實了元大都城南半軸規劃建設中軸線的走

向，元大內就是建在這條中軸線上。

從1964年到1974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

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先後勘察了元大都

的城郭、街道、河湖水系等遺跡，基本探明

了元大都外郭城的形制和範圍，以及皇城和

宮城的範圍，形成一系列考古報告。

一系列的考古發現，推動了後來對於元

大都建城思想的研究。例如在考古工作的基

礎上，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趙正之指出，元

代中軸線即明清中軸線，東、西長安街以北

的街道和胡同基本是元大都的遺存，得到了

徐蘋芳的證實。傅熹年則在《元大都大內宮

殿的復原研究》一文中，復原了元大都宮城

大明殿與延春閣建築群的佈局，並在其著

《中國古代都市規劃、建築群佈局及建築設

計方法研究》一書中，對元大都整體規劃與

建築群佈局進行了探討。

人們對於北京中軸線的認知，也在1960

年代至上世紀末通過侯仁之、劉敦楨、於倬

雲、傅熹年等人對於元大都城、紫禁城的規

劃思想和建築設計的研究，得到不斷完善。

1999年 3月，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王燦熾在政協北京市第九屆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上提交了重建永定門的提案。彼時，中央

已經明確提出首都城市發展要注意保護古都

中軸線、皇城、文物建築、古都格局。但是

，在引發“永定門應不應該重建”的討論之

後，這份提案並沒有獲得積極回應。

2000年 6月，北京市文物古跡保護委員

會委員王世仁和一些專家給北京市文物局寫

了一封《關於重建永定門的建議書》，其中

寫道：“完整的中軸線代表了北京的歷史文

脈。中軸線上的門、橋、枋、殿，就是文脈

的標誌，每處都記載著首都的歷史變遷。城

市失去歷史標誌，等於失去了記憶，保護好

中軸線，也就是使後人不至於看到一個失去

記憶的城市。”

這份《建議書》得到了市領導的批示和

重視，2004年3月10日，永定門的複建工程

正式開始。王世仁曾回憶，為了保證永定門

的“原汁原味”，文物專家以1937年的永定

門城樓實測圖為基礎進行了複建設計，從非

洲購置了12根鐵力木，加工成12米高、重4

噸的“金柱”，另外，兩段百米長的明末禦

道在複建工程中重見天日，百餘塊清代舊城

磚也回到了永定門城樓上。

2004年 9月，永定門城樓竣工，重新屹

立在北京中軸線的南端。在北京的老城保護

被放到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時，原本南部已經

失衡的北京中軸線，自此又完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