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
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这是 1951
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文章中对北京中轴线的描述。他在我国首次
提出“中轴线”这一概念，将北京中轴线上高低错落、跌宕起伏的建筑
群，形象地比喻为“凝动的乐章”。

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这条“城市之脊”纵贯南北，统领整个
城市规划格局。经过 10余年的不懈努力，7月 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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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
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与“中”“和”哲学思想，为世界城
市规划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主席近日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
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中正和谐，贯通古今。沿中轴线北眺，水立方、鸟巢方圆并济，成
为北京现代城市人文新地标；向南，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如凤凰展翅，
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一条轴线上，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碰撞出时代火花。时至今
日，已有700余年历史的北京中轴线仍在生长，新的故事正在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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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739年“高龄”古桥依然车水马龙

探索遗产保护新路径

钟鼓楼以南、玉河水道之上，有着

739 年历史的万宁桥南北跨立。步行游

览之外，不少游客选择乘坐有“龙脊线

路”之称的 5 路公交车。炎炎夏日，透过

车窗便可领略浓郁的北京气息。

与常见的公交车相比，5 路公交车

显得格外小巧。“为了配合中轴线申遗

工作，几年前，5 路公交车全部改为单机

公交车。更换后的车辆既环保又轻便，

更好地为这座老桥减负。”北京公交集

团相关负责人张磊介绍。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古老的

文化遗产点，也是大运河北京段的组成

部分。作为两个世界遗产的交汇点，万

宁桥为元大都、明清与当代北京中轴线

的历史延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实证。

2020 年起，万宁桥整体保护工作正

式启动。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段文志，参与了万宁桥保护

修缮工作。“为探查桥梁基本情况，我们

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桥面斜铺石

逐块编号登记。同时，对桥梁的荷载能

力、受交通震动的影响开展相应试验。”

段文志介绍，根据测试结果，北京市针对

通行万宁桥的车辆作出限速、限重等要

求，并调整部分公交线路。自 2024 年 4

月起，除 7 座（含）以下载客汽车和公交

车以外，万宁桥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

保 护 桥 体 的 同 时 ，万 宁 桥 周 边 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同步开展。河堤上的

自来水管道、通信光缆管道安全拆除，

露出地面的配电箱等市政设施埋入地

下……经过整治，古老的桥体重现“真

容”，小轿车在古桥上穿梭，周边旅游、

餐饮百业俱兴。

前人的建造智慧与今人的科学养

护，让“高龄”古桥继续焕发活力。在清

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

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吕舟看来，北

京中轴线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在

于它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北京

中轴线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中华文明传

承延续、古今交融的中国故事，也向今

天的人们呈现‘何以中国’的物质见证，

更为北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

自 2012 年国家文物局将北京中轴

线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以来，北京中轴线申遗的 12 年，也是北

京市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之路的 12 年。

12 年间，北京市开展腾退整治、修缮利

用、考古发掘、环境保护的同时，大量新

技术也应用到沿线地区的文物保护与

科学管理中。

在 北 京 中 轴 线 遗 产 区 、缓 冲 区 周

围，次第分布着 160 个界桩。游客扫描

二维码，即可通过“数字打更人”上传图

片，为文物保护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在吕舟看来，“数字打更人”是一个很有

意义的尝试和探索。“作为一个开放体

系，它将中轴线保护引入全民视野。文

物保护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变成大

家共同参与。”吕舟说。

数字中轴线复原搬上“云端”

书写文化传承新篇章

“我邀请你加入‘数字中轴’，与我

一起探索中轴线的魂。”

点击进入“数字中轴·小宇宙”游戏

界面，一只北京雨燕由北向南飞过中轴

线上 15 处遗产要素。用户化身游戏中

的角色，以一名青年游客的视角，手持

邀请函走进先农坛现场观摩祭祀仪式，

亲身体验搭建正阳门城楼，尝试把社稷

坛的五色土放到正确位置……

这款数字产品是全球首次将数字

技术应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成果，由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

作办公室联合互联网公司打造。近百

名技术人员细致拍照、扫描各遗产构成

要素，为搭建专业数字模型提供充足的

数据支撑。

历时 3 年，研究团队积累了海量三

维数据资产，前后迭代 542 个版本，最终

以 3D 形 式 呈 现 北 京 中 轴 线 的 山 形 水

势，“还原”220 万栋建筑物。有着 700

余年历史的中轴线被原封不动搬上“云

端”，在虚拟世界开启全新的数字生命。

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静态的过去

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北京中轴

线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吕舟是“数字中轴”项目的学术总

顾问。他介绍，北京开创了数字技术全

程参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先例。“数

字 科 技 是 一 道 桥 梁 ，跨 越 不 同 文 化 背

景，将贯连古今的建筑群落瑰宝呈现在

世人眼前。”吕舟说。

2017 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公布，明确中轴线及其延

长线起止。向南连接大兴机场，与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一体联动；

向 北 ，穿 过 奥 林 匹 克 公 园 直 抵 燕 山 脚

下 ，中 国 国 家 版 本 馆 中 央 总 馆 坐 落 于

此，中华文化种子基因“藏之名山、传之

后世”。

北京中轴线被誉为“活的遗产”，不

仅因为它在空间维度上不断延伸，而且

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核依旧焕发着数千

年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由烟

花组成的 29 个巨型“脚印”从永定门出

发，沿着北京中轴线一步步走向鸟巢。中

华文明从历史深处走来，奔向璀璨未来。

家住朝阳区的小学生钱维世，是北

京中轴线的红领巾小志愿者。他用 1 年

多时间走遍北京中轴线的各大重要建

筑，创作绘画作品《中轴线上穿越时空

的美》。在他笔下，位于中轴线最中心、

最核心的故宫承载历史的厚重，中轴线

北侧万宁桥和什刹海的荷花焕发勃勃

生机。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

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未来将围绕北

京中轴线的保护、阐释、开放 3 个层面开

展工作。“申遗成功不是结束，而是新的

开始。”邓超说。

“中轴线”成热门搜索词

丰富文旅融合新供给

中轴线上，不只有辉煌瑰丽的建筑

群，更有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后，旅游平台

数据显示，7 月 27 日至 7 月 30 日，“中轴

线 ”关 键 词 搜 索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120% 。

其中，“中轴线一日游”“中轴线民宿”

“中轴线美食”搜索热度位居前列。

在中轴线缓冲区经营多年的老字

号丝绸店负责人刘奇，真切感受到这一

变化。随着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开

展，经过 1 年半的修缮，店铺外观得以重

现历史风貌。“老字号一直伴随着北京

中轴线的发展演变，如今老城街巷肌理

得 到 更 好 保 护 ，为 我 们 带 来 发 展 的 良

机。”刘奇说。

走进这家古色古香的老字号店铺，

各色的丝绸制品琳琅满目，来自各地的

游客让这个二层小楼略显拥挤。在客

流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店铺还专门开

辟 出 一 个 微 型 博 物 馆 ，一 幅 真 丝 手 绘

《北京中轴风貌图》格外引人注目。

伴随申遗成功，中轴线成为古都北

京新的文化符号。不少专家认为，北京

中轴线就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

带。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精神内涵，推

动中华优秀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旅游也可以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渠道。

近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推出“北京

中轴线古树主题游”线路。在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工作人员曲宏的眼中，这些古

树名木就是“活着的文物”。很多大树

上挂着带有二维码、或红或绿的树牌：

红牌代表树龄超过 300 年的古树，绿牌

则是 100 年到 300 年之间。

谈起这些古树，曲宏如数家珍：“故

宫有横跨中轴线的‘人字柏’‘连理柏’

自然奇景，天坛有多达 3000 多株的古柏

群……正是这些沧桑的古树，让我们能

够亲身感受到‘仪树’的端庄威严、‘海

树’的广袤无垠，重新认识中国人心中

的‘天人合一’。”

8 月 2 日，东城区庆祝北京中轴线

申遗成功系列文化活动正式对外发布，

包括“艺彩·中轴”文化展演系列活动、

“游迹·中轴”城市探访系列活动、“书

香·中轴”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数智·中

轴”科技创新系列活动等。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文化活动让

传 统 韵 味 与 现 代 气 息 交 融 ，将 壮 美 中

轴、礼仪中轴和文化中轴融入城市发展

和市民生活中，搭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

上图：北京中轴线鸟瞰。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

供图

“ 凝 动 乐 章 ”文 脉 绵 长
—从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本报记者 于心月

7 月 27 日，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

心会议室内，我和同事们紧紧盯着屏幕，

时刻关注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情

况。当大会主席维沙尔·夏尔玛用中文

说出“我祝贺你，中国”时，我们情不自禁

地欢呼起来。

北京中轴线申遗之路走过 12 年，我

们的工作将壮美中轴完整呈现在世界面

前。那一刻，我感到无比骄傲。

1年多前，我从北京市文物局调任至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在此期间，我

和团队开展了一系列文物保护管理、监测

预警、档案资料收集工作。

说起北京中轴线，不得不提有着“九

门之首”美誉的正阳门，也就是老北京人

口中的“前门楼子”。正阳门箭楼，就是

申遗迎检考察的第一站。我带领团队布

设《北京中轴线——中国都城理想秩序

的杰作》专题展，决定将箭楼的箭窗作为

展陈核心，箭楼正中视角最佳的 3 组箭

窗成为展览的重要内容。我们在此专门

设置电动遮光卷帘，打开时，游客可向南

眺望南段中轴线；放下后，又可以有效保

护对光敏感度较高的文物。

2023 年 8 月，国际专家现场考察评

估，对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等给

予高度评价，认为我们中心与各遗产要素

建立了和谐融洽、持续稳定的协作关系，

有效保障北京中轴线的整体保护管理。

申遗过程中，我们还注重提高全社

会对北京中轴线创新活化的参与热情。

在北京中轴线官方网站，我们设置多个

“时空板块”，立体再现中轴线 700 余年

间的发展与变迁，产品上线后广受好

评。“数字打更人”项目，我们邀请市民游

客积极参与文物巡检，共收到 7 万余张

照片。这对我们的遗产监测工作形成有

益补充，也督促我们不断完善数字产品，

提升参与者体验。

对我和同事们来说，北京中轴线申

遗成功是一个全新起点，意味着我们将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更高平台上贡献

智慧、汇聚力量。未来，我和团队还将立

足北京中轴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依

托前沿科技与先进理念，持续提升保护

管理能力，强化展示阐释水平，健全保护

监测工作模式，用中轴线经验助力老城

的整体保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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