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马纯潇 组版：颜莉

一“线”串起一颗颗历史文化明珠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专家讲述其历史由来和价值所在

“中轴线”15处构成要素

记者：请您介绍北京中轴线的构成及
其内涵。

吕舟：北京中轴线是位于北京老城中
心、决定北京老城形态的核心建筑群。它纵
贯老城南北，全长7 . 8公里，始建于13世
纪，形成于16世纪，此后不断完善，历经逾7
个世纪，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城市
建筑群。北京中轴线见证了中华文明构建
中国人生活秩序和都城形态的持续过程。

北京中轴线是由建筑、建筑群、城市空
间、考古遗址等共同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的
建筑群。北京中轴线的15处遗产构成要素，
涵盖了古代皇家宫苑建筑（景山、故宫、端
门）、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太庙、社稷坛、天
坛和先农坛）、古代城市管理设施（钟鼓楼、
正阳门和永定门）、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

（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
群）、居中道路遗存（万宁桥、中轴线南段道
路遗存）。这五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连
接宏伟、庄严的国家礼仪场所和繁华、热闹
的市井街市，并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均衡
对称的景观韵律与壮美秩序，是中国传统
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

事实上，北京中轴线以其宏大的规模、
均衡的规划格局和组织有序的城市景观，
成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
的杰出范例，也是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传
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

北京中轴线始终统领城市发展，为中
国传统“择中”观念于都城营建中的长期实
践提供了特殊见证，表达出中华文明所秉
持的“中”“和”哲学理念。其规划格局整体
展现出《考工记》所载“面朝后市”“左祖右
社”的传统都城理想范式；建筑与景观集中
表达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于礼仪和秩序
的强调；而多元化的空间组织更为国家礼
仪文化与传统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有力的
物质见证。北京中轴线还具有重要的历史
见证意义，见证了中国社会从王朝统治转
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变革。

中轴线上各美其美

记者：请您从北京中轴线的不同类型
历史遗存中各择一介绍。

吕舟：作为古代城市管理设施，位于北
京中轴线北端的钟楼，是北京老城内城的
市肆区域的标志建筑。鼓楼、钟楼南北纵
置，两座建筑之间由一长方形广场连接。明
清时期，钟鼓楼承担城市计时与报时功能，
是重要的城市管理设施。两座建筑气势恢
宏，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景观视点。在传统
语境中，这两座建筑也有着通过钟鼓之声

塑造和传播文明的意义。如乾隆在重修钟
楼御碑中所说，在北京中轴线上回荡的钟
声“亿万斯年，扬我仁风”。

作为皇家宫苑的景山，始见于元代文献，
明代成为皇家宫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帝王
登高远眺的场所。清代在景山山脊上建五亭，
供奉佛像，将东北侧重要祭祀建筑寿皇殿移
至景山北侧中轴线上。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
制高点，景山突出了北京中轴线的天际线，形
成了北京中轴线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古代皇家祭祀建筑的太庙和社稷
坛，以严整对称的规划格局，体现了《考工
记》所载“左祖右社”的理想都城规划范式。
前者是中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家
祖先祭祀建筑群，后者是中国现存最为完
整的古代皇家祭祀太社（代表土地）和太稷

（代表谷物）的祭坛。
作为居中道路遗存的万宁桥，是北京

中轴线上最为古老的桥梁，其位置及承担
的交通功能历经7个世纪始终未变，为元大
都、明清与当代北京城中轴线的叠压关系
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实证。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是北京中轴线上
的纪念和公共建筑群，见证了北京中轴线从
王朝时代的皇家禁地转变为人民公共活动
的空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天安
门广场及建筑群在布局上尊重延续了北京
中轴线以中为尊、“左祖右社”的规划原则，在
建筑形式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装饰特征，使
用了传统的建筑材料，延续了传统的审美趣

味，是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中国具有强大生
命力、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物质见证。

独特性与世界性

记者：北京中轴线如何体现其世界性？
吕舟：与《世界遗产名录》中相关都城

类遗产项目相比，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人类
文明的多样性及东方都城规划所取得的辉
煌成就。

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性，一方面体现在
它所反映的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精神，这
种传统哲学和文化精神决定了北京中轴线
的布局与空间形态，同时持续影响北京整
个都城形态的演化；另一方面，北京中轴线
展现了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物质形态，构
成了独特的建筑形式和城市景观。这种独
特性，使北京中轴线在《世界遗产名录》上
具有唯一性和全球性价值。

作为中国都城规划成熟期最具代表性
的成果，北京中轴线集中国历代都城中轴
线形态核心内容之大成，也是中国历代都
城中轴线建筑群之中，唯一以完整建筑群
形态存在的案例。

中国以外的东亚古代都城，在规划观念
上大多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都城形态上存在
相似特征。但它们或淹没于历史，或在地理环
境、城市规模上与北京中轴线存在明显差异。

欧洲古代都城中现存的特征鲜明的轴
线，大多是17世纪以后城市改造的结果，其

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对城市景观的美学追
求。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们的景观形态
也与北京中轴线存在巨大差异。

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都城也存在中轴
线的形态，并持续影响城市发展。但由于文
化差异，这些都城轴线大多与宗教信仰相
关。这种文化差异，最终呈现在这些建筑群
的物质形态与北京中轴线的差异上。

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性，填补了《世界遗
产名录》在东方都城规划理想和核心建筑
群类型上的空白，使其具有突出的世界性
价值。

记者：此次申遗成功将如何增益故宫、
天坛和大运河的遗产价值？

吕舟：每一处世界遗产都有自己的核
心价值，如同一个伟大的时代中有许多杰
出人物，都创造了辉煌成就，但当被放到共
同的空间和时间系统中，则展现了一个时
代的整体面貌。

北京中轴线的所有遗产构成要素，从
不同角度讲述着中华文明。比如，故宫与钟
鼓楼、太庙、社稷坛，共同构成了源于公元
前1000年的周代都城核心建筑布局形态的
唯一完整性的案例；故宫与景山共同展现
了传统文化精神中礼乐交融的物质形态；
天坛则与先农坛、太庙、社稷坛、景山寿皇
殿，以及天安门广场共同构成了延续至今
的国家礼仪传统。

对于已有的世界遗产，中国在保留其
原有世界遗产价值表述的同时，将其组织
到一个更大的、具有系统性的遗产当中，共
同支撑一个更大或更新的遗产价值，这本
身反映了人们对世界遗产价值认识的拓展
和深化。事实上，在《世界遗产名录》已有的
项目中，也有这样的案例。

记者：北京中轴线如何向世界讲述中
国故事？

吕舟：北京中轴线展现了中国都城规
划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同于
世界其他地区都城规划的形成，具有独特
性和创新性。

北京中轴线是第一个将古代建筑与当
代建筑作为一个整体，见证和讲述中华文
明延续性的遗产；它反映了13世纪以来中
国都城传统规划思想在不同民族建立的朝
代间的弘扬，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北京
中轴线承载着中国多样的社会生活、复杂
的信仰体系，发生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
对话、文明互鉴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向
世界讲述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故事，讲
述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讲述中国文化对
人类文明的贡献。北京中轴线丰厚的历史
文化价值，无疑构成了关于中华文明和中
国历史文化的壮美故事。 据中新社

从鼓楼南望景山的情景。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供图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
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何以入选？其背后又有哪些值得关
注之处？申遗成功之际，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
心主任吕舟接受记者专访，详细阐述该项目的历史由来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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