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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全长 7.8 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传统都城中轴线，被誉为“北京老城

的灵魂和脊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

生。”

7 月 27 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中

轴贯南北，古都文脉长。如何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好传承历史文脉？穿越历史沧桑、

展现时代新韵的北京中轴线带给了我们诸多思考。

——编者按

7 月 27 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

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天，距离第

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单霁翔提出《关于推动北京传统中轴

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已有 13 年。回首往

事，他坦言：“不容易，我和大家一样，都尽了自己

的努力。”

通过申遗带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

2011 年 3 月，单霁翔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期

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

推动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

呼吁中轴线要整体保护。

“当时，很多文艺界委员和我一起联名提了这

件提案。随后，这件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了重点提

案。”单霁翔说。

北京中轴线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制定“百项文物保护修缮计划”；组织国内外

专家学者深入探讨遗产价值、申报路径、遗产构成

等关键问题；取得正阳桥、天桥、南段道路遗址等

重大发现……自 2012 年起，北京中轴线申遗之路

开始，至今整整 12 年。

“这 12 年间，我们的申遗保护工作并非在等

待，而是在考古发掘、博物馆建设、环境整治等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单霁翔表示。

“带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是单霁翔提出推动

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重要理念。

2002 年，单霁翔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工作，

当时北京正在全力筹备奥运会，为了做好老城保

护工作，他们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北京市规划

委员会请示北京市政府，把可能产生大体量建筑

物、大规模建筑群的项目往中心城区外侧移，不要

侵入到中轴线的核心保护区域。二是规划历史文

化保护区，集中保护北京传统胡同、四合院民居以

及传统的历史建筑群，对中轴线形成保护缓冲区。

“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也是一个提升城市

整体管理水平、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过程。”单霁

翔表示，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争取北京中轴线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申报世界遗

产来促进整个北京老城的保护，促进城市管理水

平的提升，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促进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

“申遗有效带动了北京老城整体保护，让中轴线

更好融入城市有机更新。如今申遗成功了，带动北京

老城整体保护的工作不会停止。”单霁翔进一步表示。

“五位一体”的城市文化风貌

“北京中轴线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这条中

轴线是持续的，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完善，这是世

界上其他城市中轴线不可比拟的。”单霁翔表示。

钟鼓楼和永定门城楼在两端串起了这条壮丽

的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与民众的情感关联可

以体现在这条线上的五段景观：从永定门到天桥

的生态景观，是世界城市少有的高品质绿化区域，

以前是皇家祭天的地方，现在是老百姓休闲的场

所；天桥到前门的经济景观，这一段是北京传统商

业最集中的区域，包括明清时期服务同

乡人士和进京赶考学子而形成的会馆和

文化场所，现在也是北京老城三大商业

中心之一；从正阳门到故宫午门的政治

景观，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证地，从历史上就

呈现出政治中心的气魄且延续至今；故宫午门到

景山北门的文化景观，这一段过去是皇宫，现在是

世界遗产和大型文化设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集中体现；从景山到鼓楼的社会景观，是元代以

来从未改变肌理的北京典型街道，以及大面积开

放的湖泊景观，这一段最具人民性和社会性，与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

单霁翔表示，在这个长达 7.8 公里的城市空间

里，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

体”的中轴线城市文化风貌。“大家行走在中轴线

上，通过这些景观了解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深度

理解何以北京、何以中国。”

一条有生命力的城市轴线

单霁翔在《人居北京——一脉中轴

伴水行》一书中这样写道：“城

市轴线空间的形成，需要经历

很长的发展时期。至今，在北京

中轴线上依然汇聚着城市中最

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众多代表

性文物建筑，它们是古都风貌

的集中体现。虽然经历数百年的沧桑变化，北京中

轴线仍然彰显出持久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其

基本格局保留至今，成为北

京 文 化 古 都 保 护 的 重 要 内

容。”

“北京中轴线既是北京

的空间之轴，更是文化之轴；

北京中轴线不仅是一座座单

体古建筑组成的物质实体叠加，而且是一段段穿

越数百年时光的城市精神脊梁。”单霁翔介绍，北

京中轴线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中国社会的重大变

革不断被改造和发展，既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

伦理和价值观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是在城市规

划领域的创造性实践。

在单霁翔看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具有重

要意义。这种意义在于通过北京中轴线可以向世

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展示中国文明发

展的成就，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和平发展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申遗成功，也让北京多了一张‘金名片’，增强

了北京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力，也进一步提升了北京

国际交往功能的承载力。作为中国故事的一部分，北

京中轴线有助于推动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持续增

强。”单霁翔说道。

单霁翔认为，申遗成功是一个新起点。作为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中轴线不是简

单的过去的物质遗存，而是中国传统都城

规划观念的不断延续，继续统领城市未来

的格局，所以，它不应该截止在一个时代，

而是要在不断延伸中为未来多留白。

单霁翔：

北京中轴线是一条有生命力的城市轴线
本报融媒体记者 周佳佳 徐康辉

“申遗成功了，说明北京中轴线的价值是被

全世界所承认、赞赏的！”7 月 27 日，在北京中

轴线申遗成功群众庆祝活动现场，北京京企中轴

线保护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梅松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表示。

当天，梅松与专家、群众代表、中小学生代

表等团聚在屏幕前，观看在印度举办的第 46 届

世界遗产大会现场直播，共同见证“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 《世界遗产

名录》 的历史性时刻。

这一时刻，梅松与同事们已经等待了 5 年。

梅松介绍，北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成

立于201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我们接受社会各

界捐赠，并通过公益项目资助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价

值阐释、文物活化利用、保护管理能力建设和国际交

流合作等项目，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作

出自己的贡献。截至目前，已资助项目30余个。”

“我们还在社会公众、中小学生群体、高校

等举办一系列活动，让社会公众和青少年积极参

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播，同时，

加强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人才培养，推动中

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梅松介绍。

在梅松看来，文化遗产保护也要与时俱进，要

重视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我们通过数字技术，打

造了‘数字中轴’‘云上中轴’‘数字打更人’等，推

出了北京中轴线数字化体验产品，为广大民众提

供了沉浸式体验，让北京中轴线‘独有的壮美秩

序’活化起来。”

“申遗成功，是北京文

化遗产保护的全新起点。”

梅松表示，北京中轴线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将为首

都城市发展、文化传承和

国际交往带来更多更好的机遇。“下一步，我们将

全面聚焦资助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公益项目，加大对北京古都文化遗产的传承、研

究、交流、展示、国际合作、教育培训、

活化利用等公益项目的资助，共同打

造北京中轴线博物馆。”

梅松：

申遗成功是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新起点
本报融媒体记者 贾宁 周佳佳

“ 北 京 中 轴 线 申 遗 成 功 ， 可 喜 可 贺 ， 作 为

一 名 参 与 者 、 推 动 者 ， 我 的 心 情 也 万 分 激

动。”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常委、民盟中央文化

委员会副主任宋慰祖对记者说。

从小在胡同中长大的宋慰祖对北京古城有

着 很 深 的 情 感 。 在 过 去 的 20 多 年 里 ， 他 先 后

作为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

和 北 京 市 政 协 委 员 ， 视 察 、 调 研 了 钟 楼 、 鼓

楼、太庙、社稷坛、天坛、景山、先农坛

等多处中轴线上古建筑、文化遗产的

保 护 修 缮 和 开 放 工 作 。“ 我 是 个 老 北

京 ， 又 是 搞 工 业 设 计 和 文 创 设 计 的 ，

一直高度关注北京中轴线申遗和北京

古城保护。”

在宋慰祖看来，始建于元代、距

今 已 有 700 多 年 历 史 的 中 轴 线 ， 是 北 京

老城的灵魂和脊梁。这条中轴线不只是一条贯

穿城市南北的建筑线，更是一条不断传承、发

展的城市文脉和历史文化带，在展示北京优秀

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价值，

是 中 华 文 明 与 现 代 城 市 文 化 对 接 的 纽 带 和 桥

梁。

2018 年 ， 在 北 京 市 政 协 十 三 届 一 次 会 议

上，宋慰祖就北京中轴线申遗提出针对性的建

议。他认为，北京中轴线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

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对其进行保护势

在必行。建议充分挖掘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背

后的历史故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注重历史文

件、历史事件、文化名人的介绍与宣传，让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闻名世界，重塑北京这座

千年古都的文化脊梁。

近 年 来 ， 民 盟 北 京 市 委 会 发

挥 自 身 人 才 优 势 ， 坚 持 每 年

组 织 开 展 中 轴 线 课 题 研 究 ，

与 市 文 物 局 、 市 政 府 参 事 室

等单位密切合作，围绕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利

用充分调研、协商，广泛凝聚共识，并通过市

政协全会大会发言、提案办理协商等方式持续

献计出力，取得丰硕成果，受到中共北京市委

高度重视。

“ 目 前 ， 民 盟 中 轴 线 专 家 团 进 校 园 、 进 社

区 、 进 书 店 等 系 列 宣 讲 活 动 已 经 举 办 了 18

场 ， 直 接 受 众 近 万 人 。 由 我 主 讲 的 ‘ 曹 雪 芹

《红楼梦》 与北京中轴线’已在高校、中小学

和社区、书店、乡村、企业讲授 20 场。”宋慰

祖介绍说。

为助力传播北京中轴线知识，讲好北京中

轴线的故事，自 2023 年 2 月至今，宋慰祖多次

在人民政协网“中轴线专栏特辑”出镜亮相。

“中轴线到底是什么‘线 ’？”“700 年前的

‘时间管理大师’”“低调内敛的万宁桥，背后

还藏着这些故事……”等 8 个微视频中，宋慰

祖出镜打卡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点位，生动介

绍了北京中轴线上多个遗产构成要素的历史文

化和趣闻轶事，以实际行动助力北京中轴线申

遗。

申遗成功了，故事却没有结束。

“ 北 京 中 轴 线 已 成 为 中 华 文 化 传 播 的 重 要

载体，我们将继续向世界讲述北京中轴线上的

历史文脉和充满生活气息的故事，让全世界了

解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文物古迹的缘起、文化

名人的存在、市民生活的点滴以及理想都城的

秩序。”宋慰祖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讲好北

京中轴线故事，将中轴线上的“主题散点串联

式文物”打造成为“中国理想都城”的文物游

径，培育“理想都城”文旅产业，助力北京中

轴线文化遗产“活化”传承。

宋慰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网名——“设计

大推手”，他笑言：“推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保护，我会继续做好‘推手’。”

宋慰祖：

继续做好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推手”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姝音 李木元

“我 小 时 候 就 住

在 南 池 子 ， 小 学 、

初 中 都 在 中 轴 线 附

近 ， 太 庙 、 社 稷 坛

是我儿时经常玩耍的地方，红墙黄瓦、高

大 宏 伟 的 古 建 筑 深 深 地 留 在 我 的 记 忆 里 ，

天安门广场每逢节日的欢庆活动更成为我

童年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市东城

区政协委员、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主

任李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中

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我特别激动，心情久久

难以平静。”

李欣介绍，20 世纪 90 年代，他在北京电视

台工作时，就开始拍摄中轴线上的钟鼓楼、景

山、正阳门等遗产地；2004 年，他创办了 《这

里是北京》 栏目，第一期节目就是 《永定门复建

记》；从 2018 年开始到退休，他一直参与

到申遗影像宣传片的制作过程中，用影

像记录着申遗的全过程。“正因为工作

和生活的原因，我对中轴线有非常深的

感情。”

作为一名文化领域的记者，李欣一直是北京

中轴线保护的忠实记录者。他先后用了 30 年时

间，收集了 10 万多张北京中轴线的相关影像，

有底片、有照片、有书籍等，已整理出反映北京

中轴线保护和传承的影像近 1000 小时。

“我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搜集、整理和把影

像数字化的工作。”李欣说。

用 影 像 助 力 北 京 中 轴 线 申 遗 。 2023 年 8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的国际古迹遗址理

事会专家张建文在北京召开中轴线申遗利益相

关者座谈会。李欣在会上分享了北京中轴线影

像对申遗的价值和影像所呈现的北京中轴线与

老城的关系。“张建文先生在座谈会上明确表

示，这些影像提供了中轴线更加真切的视觉体

验。”李欣回忆说。

“12 年的申遗之路，我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

者，所以更能体会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来之

不易。”李欣表示，北京中

轴线申遗成功是北京市

乃至我国传统文

化 的 一 个 胜 利 ，

证明我国的历史

文化再次得到了

世界的认同。

在 李 欣 看 来 ， 北 京 中 轴 线 申 遗 成 功

后，如何不偏离申遗文本，多元化解读北

京中轴线，多样态地呈现北京中轴线，将

是未来北京中轴线文化“活起来”的关键。“对

北京中轴线的解读要有一个整体的认知，要把

15 个遗产构成要素用一条轴线的方式串起来，

这是接下来‘活化’应用和宣传推广的一个重

点。”

李欣希望通过政府力量加大对北京中轴线的

影像拍摄记录，建立北京中轴线影像拍摄、记

录、数字档案、研究、转化、传播的全链条机

制，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将历史的、近当代的北京

中轴线影像转化为适用于多种传播渠道及场景的

载体，更好地传播北京中轴线文化。

2024 年 1 月，在政协北京市东城区第十五届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李欣在 《关于推动中轴

线文化价值创新，打造系列文化活动品牌的建

议》 提案中呼吁，东城区应以中轴线文化深度挖

掘为抓手，从“故宫以东”品牌打造、旅游产品

研发、非遗和老字号传承保护联动等角度，更好

地打造中轴线品牌活力。

李欣认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利用和文化阐

释，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他建议，以北京中轴

线申遗成功为抓手，推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推动老城更新；将区级、市级、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

新大赛成果充分结合，形成轻量化的中轴线文创

产品线；推动老字号联动，形成文化贯通互补的

中轴线老字号文化品牌。

“还可以开发有良好品牌影响力的研学线路

或 Citywalk 线路，不仅包括中轴线上的遗产点，

还要与沿线的数十家博物馆、类博物馆联动，将

老字号文化、民俗文化等相互衔接，形成研学

游、亲子游、高端

游等不同类型的中

轴线体验线路，助

力打造北京独有的

城 市 文 化 旅 游 品

牌。”李欣进一步

建议说。

李欣：

用影像助力北京中轴线的
保护利用和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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